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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息考研经验分享

本科专业：商软

报考学校及专业：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软件学院电子信息专业

关于考研择校，一定要慎重，大家都知道 22 年考研人数暴增，超过了所有人的预

期，并且国家线也随之暴涨，400 多万的考研学子中只录取100 多万，录取率不到四分之

一，被淘汰的 300 多万学生中不乏日复一日，风雨无阻在图书馆奋斗的考研人，或许他们

只是欠缺了一点运气。所以，就考研来说，选择远大于努力这句老话是前人踩过无数的坑

总结出来的真理。在择校方面我建议结合自身的实力，以及你对所选学校的向往程度进行

综合考虑，因为决定你是否能考上那所学校的不是别人口中的建议，而是你的努力程度是

否与你所选择的学校相匹配。如果你选择的学校很好，比如 985 的大学，那么你的努力程

度应该是要比你周围的同学高出一大截的，除非你天赋异禀，不然你既不付出相应的努

力，有没有与之匹配的天赋，那么你如何才能拿到那所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呢？毕竟六个月

专科上 985，两个月二本上岸清华只会出现在营销号的标题里，希望大家在认真做出选择

之后，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全力以赴，不留遗憾。

关于备考方法，因为我报考的是计算机类专硕，初试所考科目为政治、数学二、英

语二和 408（包括数据结构、计算机组成原理、计算机网络和操作系统），所以我的备考

建议仅限于我所备考科目。

英语部分：

首先，说说英语，我的英语初试分数为 83 分，看上去是不错的分数，但也仅仅达到

复试名单中的均分，所以这也能说明如果你报考的学校较好，你不能偏科，至少不能严重偏

科。在考研准备之前，我只过了四级，460 分，六级是考研结束之后过的，所以我的经验很

适合大部分的学生，我觉得英语的准备应该分为三个阶段，基础阶段，阅读阶段，和真题阶

段。下面以我的考研经历为例，供大家参考。因为我的目标定的比较大， 毕竟华五高校，所

以我很早就开始准备了，大概从大三上学期的尾巴，寒假开始准备的， 从 12 月到 5 月，也

就是基础阶段，我一直在背单词，我用的是不背单词 app，每天背诵的单词新旧加起来大约

200 个，时间大约一个半小时，这个阶段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在英语的学习上，最多不要超过

两个小时，在这个阶段你不需要开始写阅读，只需要背单词就行了，到五月底六月初的时

候，大概能过两遍考研大纲要求词汇，如果是英语基础不太好的同学，在这个阶段也可以

看看田静老师的语法课。之后，到了六月份，你就可以



149

开始写阅读了，用的书是考研真相，我建议先写英语一的阅读，写完了再写英语二的阅

读，如果考的是英一也可以反过来，并且配合着唐迟老师的阅读课一起学习，每天一篇阅

读，写完了就去看唐迟对应的讲解，不需要仔细精读文章，除非你是不考数学的同学， 碰到

不会的单词标注出来。每天依然坚持背单词，不能落下。这样到了八月初就能写完一轮英

语一的阅读，之后就开始写英语二的阅读，依然是每天一篇，小三门（完形填空， 新题

型，翻译）依然可以先不写，因为英语考试得阅读者得天下，如果英语想拿高分那么阅

读必须要做好。到了十月初的时候，也能刷完一轮英语二的阅读内容，这时候就可以开始

准备小三门的内容了，我推荐看宋逸轩老师的课程，课程不长，内容都是干货。这时候我

们可以从头开始英语二的套卷，每天一篇阅读加完形填空或者阅读加新题型或者阅读加翻

译，保证一个星期能完成一张套卷。一直刷到十一月份就可以开始准备作文了，作文我推

荐潘赟老师的课程，先背小作文的模板，再背大作文的模板。这样坚持到考试前，相信分

数不会让你失望。

政治部分：

政治这门科目不需要太早准备，从暑假开始就行，直接跟徐涛老师的强化课，徐涛

老师讲课幽默风趣，或者腿姐的强化课也是可以的，不分伯仲，选择适合你的老师就行。暑

假阶段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准备政治，可以晚上从图书馆回来，结束一天的学习之后，

开始看看政治视频，对应刷刷肖秀荣的 1000 题的选择部分就行，看完睡觉。保持这个

进度，到看完强化课，刷完 1000 题的选择之后，可以考虑二刷 1000 题的错题，直到肖

8 出来以后，就开始刷肖 8 的选择题，大题部分不用管，肖 8 的选择第一遍分数很低是

正常现象，所以肖 8 的选择需要多刷几遍，具体能刷几遍取决你的时间分配，肖 8 选择刷

完了之后，可以去微信的一些小程序上，刷其他老师的模拟卷，同样只刷选择就行， 一直刷

到肖 4 出来，这时候可能离正式考试不到一个月了，肖 4 选择全刷，大题全背，

可以跟着腿姐的带背一起，减少背诵压力，后面肖秀荣老师也会对肖 4 的大题划重点，

如果时间不允许全背的话，可以着重背第一张第二张模拟卷，因为越前面越是重点，同

时还可以看看腿姐的押题班。今年肖老师压的不是很好，腿姐压得很好，23 谁能压得更多

也是一门玄学（笑）。

数学部分：

对于理工科而言，数学的重要程度不言而喻，它甚至直接决定了你能读什么层次的学

校，数学也是我们考研阶段需要花费时间最多的一门课，也是最难的一门课，数学一包括

高等数学、线性代数和概率论，数学二包括高等数学部分和线性代数。我大概说一下，我

用过的教材吧，汤家凤 1800 基础篇，张宇 1000 题，张宇 18 讲，张宇闭关修炼， 武忠祥

高数辅导讲义，武忠祥 17 讲，李林 880，李永乐 330，李永乐线性代数辅导讲义， 刷过

的试卷有张宇 8+4，李林 6+4，真题，余丙森 5，李正元预测卷，合工大超越和共创。市面

上主流的习题和模拟卷我基本都刷过了，所以对于这些习题优劣还是比较了解的。

高等数学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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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月份开始到六月底也就是暑假前期，是基础阶段，可以先听一遍汤家凤高等数

学的基础课程，并且对应刷 1800 题的基础篇，1800 的题量较大，重复的题型也很多，

如果觉得题目太多了也可以刷张宇基础 300 题，但这个题目相对较难一点，课程和习题过

完一轮之后，可以快速再过一遍错题，如果你的进度较快，那么可以考虑在二刷错题之

后，开始写李永乐的 660，虽然 660 叫做基础习题，但是他的题目其实是比较难的， 比

较扣概念和定义，刚开始做可能会比较难受，但是 22 年的选择不走寻常路基本全是概念

题，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数学的基础概念，660 还是很值得刷的。

到了七月初，再慢也得过完一轮高等数学了，如果你的进度正常应该能过完两轮高

等数学，七月份开始就可以开始高数的强化部分和线代的学习了，高等数学的强化有两

位老师都很不错，武忠祥老师和张宇老师，如果你想冲刺 130+那么张宇老师的 18 讲和

1000 题是你必须要刷的，题目难度大，题目新颖具有未来性。而如果你觉得张宇的题太偏

太怪的，做的很难受的话，也可以选择武忠祥老师的强化课程，我当时是跟的张宇老

师，但是强化课程不要跟汤家凤老师。七八两个月认认真真过一遍十八讲和 1000 题，

不会的题目进行二刷，到了九月就可以开始写李林的 880 了，880 的高数部分题目量适中，

难度适中，不偏不怪，如果你吃透了 18 讲那么 880 对你来说就比较简单了，很快就能写

完，并且你会满怀信心的进入十月份。

十月份，国庆黄金周就是开始数学真题的黄金时段了，每天一套数学真题，恰好表

写，按照正式考试的态度去模拟，切忌不可在模拟的时候翻看公式和笔记，不会的题目可

以在模拟结束之后再去复习。如果前面的练习题你都认认真真的刷完了的话，真题很多题

目都见过类似的，两个半小时刷完一套比较正常，并且模拟的分数应该会高一点， 记得留

两套真题，可以留 21 年和 22 年的真题留在考试前再模拟，哦对，真题有两种形式，一

种是套卷，一种是分模块的习题集，因为 21 年数学改革了，题型有了较大的变化，但

是我还是推荐你买套卷全真模拟。

十一月，大量的模拟卷也开始上市了，因为我在准备考研的时候刷了很多的模拟卷， 可

能有 60 套模拟卷了，我得出的教训是，刷题不在多而在精，到了后面卷子太多了根本回

顾不过来，所以模拟卷不要刷太多，而要多做总结归纳，看到一类题目就要立即想到对应的

知识点和常见的几种解法，这样才能在正式考试中游刃有余，因为正式考试中的题目都是新

题。我推荐的模拟卷有，李林 6+4，张宇 8+4，合工大超越和共创卷。李林和合工大是最

接近真题难度的模拟卷，而张宇的卷子比较难，计算量大很适合冲刺高分，每天一张模

拟卷，一直刷到考前，保持手感，最后临近考试的时候再把留着的 21、22 真题拿出来模

拟完了就差不多可以上考场了。

线代部分：线代这门课程考试的题型比较固定，七月份开始学习就足够了，线代更注

重对概念知识的理解与应用，不需要刷太多的题目，如果你大学阶段学的还不错的话， 可以

七月份直接开始李永乐爷爷的线代强化课，然后用线性代数辅导讲义，这本书刷两遍，

真题中的线代基本都能拿下了，如果你大学期间线代没学的话，那就从李永乐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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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课程开始学习，学一章写对应的线代辅导讲义的题目，线代第一遍学完感觉跟没

学一样很正常，线代需要你反复去思考去琢磨，刚开始不适应不需要太过于焦虑，多看

看视频，多思考一下题目就行了，七八两个月把线代辅导讲义吃透，到了九月刷 880 的

时候把线代对应的题目也刷一遍，到了后期李永乐爷爷会开线代的冲刺课程，可以配合

李正元的冲刺 135 的线代部分一起学习，然后就是模拟卷不断历练。

专业课（408）部分：
关于数据结构、计算机组成原理、操作系统和数据结构这四门课，我只能说 408 的

知识点很多很细很碎很容易忘，而且 408 是除了清华 912 以外工科最难的科目了，所

以在选择408的时候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408，我的建议是跟高数同步开始学习，讲义

就用王道的四门辅导书就行，可以用天勤的教材作补充，学习顺序一般是数据结构->计

算机组成原理->操作系统->计算机网络，当然也可以跟你的节奏进行调整，关于 408 的

复习经验就是反复且高效。

在暑假之前，也就是七月份之前，可以听王道配套的课程，听一节，写对应章节的

选择题，只要刷选择就行，大题不用动，刷完之后，选择题的解析建议全看，有些解析会

补充一些书上没有的详细知识点，第一遍可以用铅笔写，或者用 pad 写，把错误的题做

一个标记，在二刷的时候很有用，尽量在暑假之前能完整刷一轮全部选择题，再刷一轮

错题，有时间的话可以一天刷一题 lc，这可以为数据结构的算法题打下基础。

到了暑假，就是 408 的黄金节点了，暑假的主要任务就是刷之前留下的大题，21

和 22 年的大题不写，留着全考前模拟，刚开始上手大题的时候可能笔都下不了，尤其是

计组和操作系统，那么可以去看看王道暑假的强化班，他会讲述大题应该怎么刷，第一遍

大题很多不会的很正常，因为 408 的题很综合，不会的就直接去看王道解析视频， 然后

再自己梳理一遍，做到写一题吃透一题，把这题的所有知识点都弄明白，搞清楚。408

的大题虽然难，但是题型相对固定，多刷多练，九月份再系统的过一遍知识点。

到了十月份一样，开始主攻真题部分，买书王道真题就行了，可以两天一张，每天下

午限时模拟，只做 21 年之前的，21 年和 22 年同样留下来考前做模拟，碰到不会的知识点

或者记不太清的知识点就可以返回去看书，加深印象，这时候你可能会发现自己什么都没记

住，也不用害怕，模拟就是查漏补缺的过程，不会的就反复看反复记就行了。最后要不要写

408 模拟卷取决你真题消化吸收的怎么样，因为 408 的真题是最权威的， 尤其是大题是

一定一定要全部吃透的。当你全部吃透真题之后，还有时间可以考虑开始写模拟题，408 市

面上的模拟题只有两种，一种是天勤模拟卷，还有就是王道的模拟卷。王道的模拟卷错误很

多，写之前一定要去公众号找勘误再写，天勤大题出的很奇怪，跟真题风格差距很大，所

以模拟题我只推荐写选择题，保持保持手感就行，大题主要吃透真题就行。

一些心里话：

张宇老师说过“只有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我才能看出来你是不是有上进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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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研路上，你丢掉了你平时最爱的游戏，最爱的活动，你远离了社交圈子，看着朋友圈如

梦似幻的生活，你却只能默默拿起笔，刷你那刷过无数遍的数学题，你很孤独，你很迷

茫，你很害怕，你甚至不知道你的努力是否会有结果，你甚至想过放弃，但是你还是会咬

咬牙坚持下来，因为你知道当你站在你做梦都会梦到的大学里，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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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研经验分享

首先我先说明一下自身的情况，毕竟经验贴有很多最重要的还是寻找与自身基础差不

多且考试科目类似的经验贴。在 22 考研中，我的初试成绩是 368 其中政治 75 英二

84、数二 104、专业课是 105，我专业课是考 408。今年的英语比较简单，但是数学和

408 都比去年难，且数学的可能是历年最难的一次吧（当然我数学也确实不好），所以你

去看今年的经验贴的话，总分可能会比 21考研低很多（21 考研数学放水太严重了）。另

一个就是我自身的基础其实也一般，大一认真读了一年书，有点编程基础，大二挂科了之

后自己就开始摆烂与堕落了，后来才幡然醒悟，想通过考研来纠正自己已经走错的路。我

是从去年 4 月份的时候正式准备考研的，最后也是有

幸被厦大信息学院人工智能系人工智能专业录取，下面我将从择校、各科准备的阶段

与规划来讲述的经历和踩的一些坑。

一、择校

选择远远大于努力，在考研中体现得很突出，所以很多时候你能不能上岸，你的选

择至关重要。考研备考刚开始的时候，你要确定你的大致备考方向，比如说专业课，我选

择了 408 也是觉得自己对这 4 门课有一定的基础，而且自己也想在计算机专业知识方面更

加深入地学习，同时选学校时容错率也最大，所以我当时先确定了自己准备考 408。另一方

面，最开始的时候给自己定的目标最好不要太低，有足够的压力才能让你更加专注的去学

习，更加坚定自己的决心，我那时也是想考中科大，后来也换了几次，临考前看到厦大有机

会所以就报了厦大，但从结果来看，这波操作属实是操作了个寂寞还不如就报科软。还有就

是要在备考期间多关注网考研信息，查看各个高校拟录取得均分、最低分与录取名额。

二、 数学

数学可以说是我考得最难受的一门学科了，花最多的时间拿最少的分属实郁闷。我

最开始是准备考数一的，然后来发现408 和数一一起整对于我的基础来说确实忙不过来，

后来发现数二比数一简单很多，所以我就索性改数二了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了 408 上，毕

竟 408 想考高分太难了。但我还是把数一要考的内容多看了很多，以至于浪费很多时间。我

数学的备考大概的划分阶段是：4~6 月基础、7-9 强化、10-12 冲刺。在基础阶段，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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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用李永乐的复习全书（进阶版）（只做了高数部分）和他的线性代数辅导讲义，最开

始我其实花了一个月的时间看教材，然后就开始硬刷复习全书，做的是真难受，后来也

是配合视频才理解了很多。基础阶段基本上把数二过了一边，然后在强化阶段就开始是做

题巩固同时复习知识点，我是把数二的全书再刷了一边，然后把李林的 880 做了两遍。后期

就是做卷子冲刺了，我其实还刷了一遍全书，然后整理知识点、做了真题还有各种模拟

卷，基本都需要做两遍才能思考得比较深刻。因为自己数学确实不好所以没有很多的比较

好建议，不过学数学最重要的就是多思考，质量远比数量重要。

三、英语

英语我用到的资料分别是：一个背单词的 APP、词汇的逻辑（单词书）、英一和英二

的真题、潘赟的作文书、唐迟的阅读网课、网上搜集的作文模板。我英语备考没用很多资

料，真正做的其实只有真题，不过真题其实已经够了。在 4-5 月份的话最好用软件把单词

过一遍，6 月份就可以开始做真题的阅读了（第一遍单词没过完就继续背单词）。英语的基

础阶段，也就是 7 月份之前千万别从语法什么的开始，我当时也是也想补一补英语基础所

以居然还去看了些语法课，太糟蹋时间了，根本没必要，单词与阅读才是核心， 要把每篇阅

读做透才是关键，第一遍做真题的阅读的时候注意文章大致结构、生词、长难句就好了，

注意控制时间，20 分钟内做一篇。6 月份开始做阅读的时候可以跟着唐迟的课程学习，这

样才能学会考研英语阅读的方法，每天一篇阅读就可以。在 7-8 月份的时候就主要是做英

语的阅读了，每天 1-2 篇，总结好阅读的题型分析文章的长难句，一边积累生词，也可以

留近 3 年的真题放到后期模拟。到了 9 月份，可以开始其他题型了，可以从完型开始，每

天 1 篇就可以，同时阅读还是要每天 1-2 篇，做完了一遍再做第二遍（尽量别留痕迹在

卷子上）。到 11 月份基本上除了作文所有题型都做完了，这个时候可以开始准备作文，我

是用了潘赟的作文书，来了解写作的基本技巧，虽然后来我还是直接背模板才写好作文的，

但了解英语作文的写作方法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若是实在没时间的同学可以直接背模

板把时间用到数学和专业课上。

四、政治

政治其实没啥好说的,跟好徐涛的网课，背肖四肖八就可以了。政治的复习可以晚

一点，一般的话 9 月份开始就可以了甚至 10 月份也不算太晚，一边听徐涛的网课一边

做1000 题（做的题少也没啥问题），然后等各个老师除了政治的模拟卷就开始刷题，其

他老师出的模拟卷做一做选择题（做两遍），肖八的选择题、肖四的大题才是重点。刚

开始做肖八的选择题可能只有 20 多分甚至才 10 多分，但这都不要紧，记住知识点才是

重点，可以跟网上的各种带背视频来背肖八的选择题。肖四由于出的晚，拿到肖四就立

马背（可以跟网上带背视频）千万别犹豫，我当时也是觉得不急就在那慢慢背到后来急

到一天到晚都背肖四赶进度其他科目都没时间了复习了。肖四肖八的背诵熟练程度决定

了你的政治成绩，政治的选择题是关键，背熟肖四肖八就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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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专业课

408 说实话是真的难，甚至比数学还难，你可能数学可以考130 但408 却考不了120，

除了 408 考的范围广以外，考得还很难，因为 408 考察的是计算机专业基础知识的应用

层面而不是基础知识的理解层面。如果专业课选择准备 408 的话一定要尽早复习，主要

的使用到的书籍其实就是王道四本书与网课和真题，另外如果你的目标是 120 以上的话

可能还需要看除了官方四本教材外的书比如 CSAPP 和紫书（南大袁春风的机组）。首先 4

月份就已经可以开始复习专业课了（不是 408 的话可以晚一点），在 7 月份之前需要把

四门课过第一遍且把王道四本书的选择题都写完（中间也可以顺便过个软考，毕竟软考

科目也差不多），可以跟王道的视频一起学，看完一章视频做一章的选择。如果时间充

足的话也可以看一遍教材，不过还是要围绕王道四本书来学习。到了 7-9 月份就是大题

强化阶段了，这个时候需要把王道四本书过第二遍，选择题可以再做一遍，大题也需要

做完。强化阶段可以再长一点时间到 10 月份也是可以的。在强化阶段也可以跟王道的

视频，他们有大题的专项训练，同时在强化阶段，要求高的同学也可以看看紫书或者

CSAPP。后面就可以开始做真题了，可以先分题型去做，虽然 408 的真题比较少，但是

做起来很费劲，最好控制好时间。至于 408 的科目复习顺序的话可以根据自己基础来，

我是按数据结构、计算机网络、操作系统、计算机组成原理来复习的，需要注意的是，

机组是最难的一门，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梳理清楚，指令的结构与指令执行的过程。

六、时间安排

最后说一下我每天的时间安排吧，我每天大概 6 点到 6 点半起床，背完单词后吃早

餐，然后开始一天的学习。前期的话主要是数学和 408，英语每天坚持做阅读和背单词

就好了，一天下来的话，前期还有课所以大概 7-8 个小时学习时间甚至 5-6 小时，没课

了之后基本都是 12-13 个小时的学习时间，当然时长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

合理的安排与学习效率，我把数学安排在了上午 9 点半之后，但那时我很困，所以效率

不是特别高，思考的不够深刻，这也是我数学学不好的原因之一吧。另一个就是要尽可

能减少外界信息的干扰，为了让自己更加的专注更加的“纯粹”，尽量少去接触出了学

习之外的事，减少情绪的波动与精力的消耗，可以通过运动比如说一周去跑步几次来调节

自身的状态，跑个一两公里其实要不了多少时间，也可以锻炼身体。

最后，虽然我也看了很多人写的经验贴，但其实我在整个备考过程中踩了很多的坑， 这

都是对备考信息了解的不够与思考的缺乏造成的。看经验贴多了解考研备考的信息，

多思考自己的现状才能尽可能避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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