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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分布（211 所） 

北方区（京津冀鲁东三省） 

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哈尔滨理工大学、黑龙江大学、黑

龙江科技大学、东北林业大学； 

吉林大学、东北电力大学、长春工业大学、长春理工大学、延边大学； 

东北大学、东北农业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大连海事大

学、辽宁大学、辽宁工程技术大学、辽宁科技大学、辽宁工业大学、辽宁石

油化工大学、大连工业大学、沈阳建筑大学、沈阳工业大学、沈阳航空航天

大学、沈阳化工大学、渤海大学； 

清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科

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北京化工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

京）、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华北电力大学（北京）、中国石油大学（北



京）、北京工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北方工业大学、北京建筑大学、北京

工商大学、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

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传媒大学； 

天津大学、南开大学、中国民航大学、天津工业大学、天津理工大学、

天津城建大学； 

河北工业大学、华北电力大学（保定）、河北大学、燕山大学、河北科

技大学、河北建筑工程学院； 

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青岛大学、青岛科

技大学、济南大学、山东科技大学、山东理工大学、山东建筑大学、曲阜师

范大学； 

以上 74 所。 

长三角（沪苏浙皖） 

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华大学、

上海大学、上海海事大学、上海电力大学、上海理工大学、上海应用技术大

学、复旦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科技大学、上海师范大

学； 

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理工大学、河海大学、

江南大学、苏州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徐州）、江苏大学、南京工业大学、

南京邮电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扬州大学、江苏科技大学、

江苏海洋大学、南通大学； 

浙江大学、浙江工业大学、宁波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中国计量大

学、浙江理工大学、温州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安徽工业大学、安徽建

筑大学、安徽理工大学、安徽工程大学、安徽师范大学； 

以上 47 所。 

珠三角（含福建） 

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南方科技大学、

深圳大学、广东工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州大学、佛山

科学技术学院； 

厦门大学、福州大学、华侨大学、厦门理工学院； 

以上 15 所。 

中部区（湘鄂赣豫晋） 

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武汉理工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武

汉科技大学、湖北大学、湖北工业大学、三峡大学、中南民族大学、华中农

业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中南大学、湖南大学、国防科技大学、湘潭大学、长沙理工大学、湖南

工业大学、湖南科技大学、南华大学； 



南昌大学、江西财经大学、华东交通大学、江西理工大学、南昌航空大

学、东华理工大学、赣南师范大学； 

郑州大学、河南理工大学、河南工业大学、河南科技大学、郑州轻工业

大学； 

太原理工大学、山西大学、太原科技大学、中北大学； 

以上 36 所。 

西部区（含 B 类二区） 

    重庆大学、重庆邮电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西

北大学、西安理工大学、陕西科技大学、西安工程大学、西安工业大学、陕西科

技大学、西安科技大学； 

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南交通大学、西南科技大学、成都理工大学、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B类二区： 

贵州大学、贵州师范大学；海南大学；青海大学；宁夏大学；内蒙古大学；

新疆大学、石河子大学；广西大学、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云南大学、昆明理工大

学；兰州交通大学、兰州理工大学、兰州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南财经大学、

西南大学、云南大学、长安大学； 

   以上 39所。 



类比高考 3+1+X 模式择校 

高考 3+1+2 模式 

 

考研 3+1+X 科目 

众所周知，考研初试科目分为公共课和专业课，进入复试还有考试科目等，

不同院校考察方式不一样，有笔试、面试和机试等。初试专业课的选择类似于

高考 3+1+2 模式的 1，复试科目类似于高考 3+1+2 模式的 2。通常情况下，

公共课中学硕考试科目为英语一、数学一，公共课中专硕考试科目为英语二、

数学二，部分院校可能要求会不一样。 



1、英一英二的区别 

难度：总体来说，考研英语一比考研英语二稍微难些，学硕都考英语一，

大部分院校的专硕考英语二，少部分院校专硕考英语一。  

词汇量：英语二大纲要求的阅读理解单词量与英语一相同，但在大纲中

英语二阅读理解没有说明有超纲单词，而英语一明确说将有百分之三的超

纲单词。   

完形填空：英语一的文章相对较短，长度为 240-280 个单词；英语二

的文章长度大约为 350 个单词。这就要求英语一的考生对文章的理解能力、提

炼能力和逻辑性要更高，英语一的完型着重于从整个文章的层次考查，而英语二

则着重从句子的层次考察； 

2、数一数二的区别 

难度：总体来说考研数学一比考研数学二稍微难些，学硕都要考数学一，

大部分院校的专硕考数学二，少部分院校专硕考数学一。  

考试科目：数学一的考试科目有：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

计。各科目所占比例为：高等数学约  60% 、线性代数约 20% 、概率论与数理

统计约 20% 。数学二的考试科目有：高等数学、线性代数。在试题中，各科目

所占比例为：高等数学约 80%、线性代数 20%。从上述对比中不难看出，数学

一、数学二最大的区别是数学二不考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3、政治 

学硕、专硕都考政治，同一套试卷。政治复习可以在 24 考研的暑假开

始准备，前面主要应该把重心放在数学以及专业课上。  

对于 24 考研，可以先从数学英语开始复习，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按照

自己未来想培养的方向选择专硕学硕，从而选择数学一数学二。同时英语

也可以慢慢背背单词养成良好的习惯。  

4、初试专业课选择 

机械化时代要懂机械原理，电气化时代要懂电路原理，自动化时代要懂控制

原理，信息化时代要懂计算机，智能时代要懂机器学习。即使同一专业，不同院

校初复试专业课也不一样。为此，笔者针对 2023 年 200 多所相关院校招生目录

做了分类和比较，以期为择校并上岸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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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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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控教材 

 

 



学习辅导资料 

电路辅导 

 



自控辅导 

 

其他学习资料 

如视频课件、讲义笔记等后续补充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