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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职业者必须迈过的一道门槛。很多人认为考试的难度越来

越大了，加上连年的败北，致使自己越来越没有信心。但对

这个“拦路虎”又无法回避，所以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日夜

兼程地准备着。 我也曾经是挤这个“独木桥”的考试大军中

的一员，但我已登上了成功的彼岸。回首备考的经历，面对

依然辛勤备战的朋友们、同志们，心中感慨万千，忍不住想

把自己学习考试中的一些体会说出来，供大家参考，并希望

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 我是1999年通过律师资格考试的

。1999年我面临着律师资格考试、审判员资格考试和法律本

科自学考试最后两门共三种考试，且均在10月份左右进行，

任务非常地重。但经过努力，最终我不但通过了律师资格考

试，还以270分（分数线是210分）的成绩通过了审判员资格

考试，自学考试的《司法文书》和《专利法》分别考了88分

、84分。 成绩的取得，当然离不开自己的刻苦努力，但也离

不开好的学习方法。 要有时间保证。参加考试者，大多数一

天八小时需要上班，有些同志还时常加班加点。我在单位搞

文字材料工作，时常碰上这样的问题。但我没有因为学习而

请过假，没有因为学习而影响过单位的正常工作。那么应该

如何处理学习与工作的关系呢？我采用的方法是：“上班时

间努力工作，不看书；下班后把所有业余时间都用在看书上

。”因为工作时间即使你把书摆在办公桌上，也会因为各种

事务牵扯的无法安心看书，这样既影响工作，又难以达到学



习的效果。你要把学习的劲头积攒到下班以后。爱因斯坦说

过：“人的差别，就在于业余时间”。我当时就为自己定了

早晨5：30起床学习到7：00，中午不休息，晚上学习到12：

00.人的潜力是无穷的，如果有毅力，原来饭后就发困的生活

习惯，就会逐渐改变成越看越有精神。当然，大家都有体会

，即使时间上有了保证，但有时由于心情烦乱，可能看不进

去，坐了四个小时，可能只有一个小时真正起了作用，而其

它时间却在“走思”。我就有过在单位工作到很晚才回家看

书，感觉自己的时间很少，而急得想哭的经历。诸葛亮说过

：“夫学，欲静也。非静无以成学。”对此，你更需要去挤

时间，用时间来调整心态，用时间来保证学习效果。 要有学

习计划。《中庸》上说：“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订个

学习计划，是自我加压的一种方式。1999年时，各种考试复

习书籍加在一起共有 16本。如果不订个计划，一看见这些堆

集如山的书，就会产生畏惧心理。订个切实可行的计划，每

天看哪几本书，看几章，作多少题。遇到加班加点等特殊情

况，白天没有完成计划，晚上就要开夜车补上。原计划只能

超额完成，不能往后推拖，以免产生懒惰情绪。同时处理好

眼前计划与长远计划之间的关系。总之，通过订计划，使自

己的学习变得条理有序，而避免急躁。 要有正确的学习方法

。许多考生，为了使自己能够背过有关内容，而采取抄书法

。我以前参加自学考试法律专科时，也采取过这种方法，一

页一页的抄重点，信奉“背十遍不如抄一遍”的原则，死记

硬背，常常是在考试前才把整本书看了一遍。但效果并不好

，我当时的自考分常常在60-70分之间徘徊。在考试过程中，

我不断向考高分的同学学习经验，渐渐摸索出了“翻书法”



，要多翻几遍书，第一遍你可能只背过了一小部分，但第二

遍时比第一遍多了一些，以后越来越多，翻一遍所用的时间

则会越来越少，书会变得越来越薄。这就好比认识一个人，

刚开始见面只知道大概，但见面的次数多，你就会对他越来

越了解。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