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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年北京邮电大学考研经验回顾

本人 16 年考研，目标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初试总分：383 数学：112 专业课：136

因为本人的数学和专业课成绩还不错，故先写下这两科的复习概要，如果有需要再加上英语

和政治。（众所周知，16 的数学算是近 15 年最难的一年）

第一部分：数学，其复习是在 4 月份开始的。

材料：高数教科书、复习全书、李永乐线性代数练习册、概率论练习册、汤家凤 1800、历

年真题、张宇 8+4、汤家凤 8 套卷

1. 最开始是做了一遍高数书，用时大约 1 个月左右。在这里说一下，高数书个人认

为帮助有限。考试题型和课后题差的很多，所以如果基础薄弱或者复习的比较早

的同学如果想用高数书打基础，建议只看正文公式、证明以及每章最后的总复习

题，节后复习题不建议做。（高数书的复习只是为了带你进入复习状态，本身的

能力提高有限。）如果你的高数基础很不错，觉得高数教材浪费时间，建议跳过，

直接看视频和认真刷全书。

2. 高数书结束后是全书的复习。全书的选择：不要选择李永乐那本。二李（李永乐、

李正元）16 年已经分家，而我们那年由李永乐出版的复习全书高数部分水平很差，

所以不建议。如果复习全书建议李正元先生编写那一本。第一遍的全书不会正常，

基本 80％的题目都要看答案才会。全书建议好好看并做两遍左右（时间充裕的情

况下请做两遍），因为这部分是夯实基础和提高做题能力的基本，所以认认真真

做全书两遍是很有帮助的。全书的复习可以随着汤家凤老师或者张宇老师的高数

讲解视频进行，两位老师都非常优秀，可以任选其一。在看视频和做全书的过程

中请认认真真做笔记！

3. 高数阶段性结束后是线性代数的复习。线性代数教科书的使用同高数书，不再赘

述。线性代数的练习册和复习视频最好使用李永乐老师的。虽然老师年事已高，

但经验丰富，讲线代很有一套。注：练习册单买李永乐老师的线代练习册，可以

不用做全书后的线代习题。同高数，练习册最好做两遍，在看视频和做练习册的

过程中请认认真真做笔记！

4. 线性代数后是概率论的复习。教材使用方法同上。概率论的练习册编写和视频没

有太权威的老师（个人看法）。当时看了王式安老师的视频和练习册，也是不错

的。概率论只要选择好一本练习册和老师的视频，认真复习就可以了。同上，练

习册最好做两遍，在看视频和做全书的过程中请认认真真做笔记！

5. 当以上的复习完成后（以上的复习方法都是在时间充分的条件下，请根据自己复

习进度相应调整），你已经具备不错的基础和解题能力了，这时候可以开始进行

解题专门训练了。

推荐书目：张宇 1000 题，汤家凤 1800 题任选其一。本人用的是汤家凤 1800，由

于题量比较大，我只做了所有的大题和部分小题。两本书个人觉得都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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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宇老师的 1000 声誉很好，很多辅导班和同学都采用。不过由于我先买了 1800，

就没做 1000。两本选一本就好，书不要多，做精最好。这本纯练习册最好也做两

遍，第二遍可以做第一遍记录的难题和不会的题，相当于自己的专项训练。同上，

做题时要认认真真做笔记！

6. 当完成这些后应该进入 10 月份了。如果时间充裕，可以分类进行专项训练。10

月份中旬前最好开始真题的训练。真题练习册的选取推荐张宇老师的历年真题。

这本书涵盖 1987- 所有真题，推荐同学从 2000 年开始先做后面的 18 套题，全做

熟了（不止一遍），时间充裕的条件下再做前面的。一定要先做熟后 18 套。（不

用留最后几年做测验，没用。）

7. 真题的使用方法：严格按照数学考试时间（8:30-11:30，可以前后有误差几十分

钟）进行标准考试方式答题。只有这样长期强迫训练才能充分让自己的身体习惯

于这种 3 个小时的精神集中。

8. 当真题完全吃透后，就应该是最后的冲刺了。此时市面上会有很多模拟题了。推

荐张宇老师 8+4，以及汤家凤老师的 8 套卷。这些模拟卷也要按照标准的考试时

间和方式答题。这些模拟卷的难度和计算量都会比真题大很多，所以一开始答个

90 多分甚至更好很正常，不用太紧张。这些模拟卷最好也要重复做，最后阶段就

是在保证自己的做题手感和状态，所以一定要在考试的前一晚也做。

9. 在复习整个的数学过程中，请常常的看笔记并且进行查缺补漏。到此，数学的整

个复习经验介绍完毕。

第二部分：专业课 804 信号与系统，其复习我大致在 7 月底 8 月初开始。

前言：我的专业课复习开端并不好。因为最开始是想考 801 通信原理的。北邮的考生也是以

通信原理为主。不过我复习了一个礼拜后，感觉很不好，很吃力，而且状态也不如数学和英

语那么好。在权衡了几天后，放弃 801 通信原理，改考 804 信号与系统。所以，各位考生，

如果你的报考院校的专业课是可选的话，建议要选择一个你复习起来更有状态的一门，不要

人云亦云。选择了一门后，不要在意这门专业课是否火，是否以后好调剂，你认为是对的，

那就一门心思复习下去，才是正道。

材料：信号与系统引论、信号与系统考研指导、雪山飞虎信号与系统全套视频、历年真题

1. 最开始想以信号与系统引论书开始的，不过结合雪山飞虎的视频和考研指导后发现，信

号与系统引论内容很多是不在考研考察内容中或者说考察的比较少的。为了提高效率，

我就跳过了信号与系统引论书，直接以信号与系统考研指导为主、雪山飞虎视频为辅开

始了复习。

2. 首先，我是先整体看了一遍雪山飞虎视频的知识点讲解部分。雪山飞虎的视频包括知识

点讲解、练习册习题讲解和历年真题讲解三部分。他的知识点讲解部分是比较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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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基础比较差或者本科学过后忘记的同学好好看一遍并做好笔记。

3. 在完成知识点讲解部分后，就可以直接做信号与系统考研指导了。首先，指导每一章的

知识点讲解建议看一遍。一来巩固基础知识，二来指导中很多说法和视频中是不同的，

所以建议还是以指导为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其次，指导的例题是整本书最重要的

一部分。因为指导的后面习题只有答案没有具体解题过程，所以例题的重要性就凸现出

来了。第一遍建议，不要管是否这道题会不会在考研中出现，一定要弄懂（因为有些题

目由于计算量和知识点的问题出现在考试中的可能性不大）。这一遍可以不用做后面习

题，因为后面习题要自己来解，而且有些难度不小，所以第一遍可以不耽误时间在习题

上。

用例题来培养自己解题的感觉。做的过程中请记好笔记。

4. 第二遍刷指导就要刷整本了。这一遍例题和习题都要全部做，目的就是培养解题速度和

感觉。其中有一些题目仍属超纲，不过建议还是做一遍（取决于你的复习进度）。这一

遍注意：习题自己的解题步骤最好用一个本记录，方便自己以后不会的时候查阅。

5. 第二遍刷完指导，这时你就拥有不错的做题状态和解题水平了。接下来就是第三遍（例

题第三遍，习题第二遍）。这一遍主要是检验自己的水平。这一遍做题基础和中等的题

目就要基本没有问题的全部自己解出来。一些过难的题目（不是指前文的题目），也要

自己有思路，并检查自己哪一部分比较差，进行专项训练。

6. 这时你的时间应该处在高数真题开始前一个礼拜左右了。如果你的速度比较快，可以选

择性的看一看信号与系统引论，专门看理论知识点比较模糊的地方，务必搞懂。

7. 真题的使用与高数的真题并无二致。严格遵守考研时间进行答题，保证自己的答题状态。

因为专业课的考试时间是在下午，很多同学这点经常会犯困，所以要让身体提前适应。

真题这里说一下，北邮 804 的真题网上可查的应该从 03 年起，不过 03 那几年的题很简

单（个人怀疑是不是真题），练习和参考的价值不大。但是，那几年的题答案很全，而

且题目的解题过程很规范，包括一些幅度谱之类的都是经常考生比较模糊的知识点，考

生可以利用这几年真题好好规范自己的解题过程和基础知识。

8. 真题尽量也要刷两遍以上，到第三遍的时候应该就可以答得不错了。同样的，个人不建

议留几套检验自己水平。水平这东西就在你手里，没什么好检验的。不如花时间好好做

几遍题。

9. 最后，如果有时间，好好整理之前的笔记和解题记录。这些都是你学习和做题的精华，

也是你最容易犯错的地方。同数学，要保持做题的状态，直到专业课考试的前一晚。

最后，祝愿所有考研的学弟学妹们都能圆梦，就像 KK 说的，这也许是你这辈子最后一次独

自面对这个世界，最后一次用“考试、分数”这两样东西来证明你自己了。Best wish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