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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日子已经一年多了，但是回想起来，其中的苦辣酸甜依

然真切如昨。下面我就把自认为是经验之谈的一些感受记录

下来，希望能给正为考研而奋斗的各位有一些启发。 首先要

强调的是英语的重要性。英语是很多人的瓶颈，我周围的很

多同学专业课成绩很高，但却因为英语成绩而与梦想失之交

臂。因此，英语的复习一定要做长期准备。我英语成绩不错

，因而在考研之前每天只抽出来两个小时做一些阅读和听力

的练习以保持现有水平，现在回想起来，也正是因为英语的

省时省力为我节约了很多时间，使我能够充分的保证专业课

的复习时间，虽然我是跨专业报考，但是最终专业课仍取得

了很高的成绩。对于英语基础不甚好的同学来说，应提早进

行大量的阅读以加强语感，并加强对长句的理解能力，争取

做到在很短的时间内浏览全文并掌握大意。在冲刺阶段，一

定要注重对真题的分析，因为其他辅导书的感觉跟真题并不

完全相似，因而要通过反复做真题来找感觉，掌握作题思路

。 其次，对于政治来说，我采取的策略是反复看书，把书读

透。当时很多同学都笑成我的书已经快被我读散了，的确如

此。在进入冲刺阶段之前，不应该过多的把精力放在做题上

，应该通过反复读书掌握每一个重要的基本原理，这样才能

做到在做题时举一反三。我只在考研之前一个月参加过一个

政治冲刺班，对于这种考研辅导班所讲的重点，我的想法是

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对于其中所点到的与国家时政相联系



的邓小平理论的热点问题，必须要引起足够的注意，在最后

阶段可以根据这些重点进行有针对性的专题训练，而对于与

时政联系不甚密切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内容，则仍要全面

掌握，切不可怀有侥幸心理。 最后，关于专业课的复习。我

报考的是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专业，虽然是本校，但由于是

跨专业，做出考研的决定很晚，本校也没有开设任何的考研

辅导班，所以对于专业课的复习一开始也是一头雾水。后来

我认真的分析了历年考题，掌握出了一些命题规律，从而针

对各科目制定出了一些复习计划。例如拿民法来说，题目的

理论性较强，近年来概念比较题较多，我在平常的复习中也

就着重于对理论的理解掌握，并进行专题复习，总结出书中

点到的一些重点问题，并参考一些其他书中的观点和论述；

同时把相关概念都拿出来自己做一些比较分析，这样在考场

上遇到这样的比较题自然也就手到擒来了。宪法题目不难，

都出自指定参考书上，但是有时候题目较怪，因此就要对书

中的每一个角落都进行认真阅读。由于宪法命题上还有选择

题形式，复习选择题的思路与复习大题的思路是完全不同的

，读过书也不一定能答的出来，所以我在冲刺阶段又找来了

司法考试和法硕考试的宪法选择题，边做边进行强化记忆，

自我感觉效果不错。总的来说，专业课的题目并不是很难，

只要复习方法对路并进行了强化记忆，都会取得不错的成绩

。 这就是我考研的一些感受，希望能给准备考研的同学一些

帮助。 对就业前景的描述：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1980年

起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85年取得博士学位授予权。国际

法专业包括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三个研究方向

。博士研究生除有以上三个方向外，还包括海洋法、军事法



等方向。本专业研究生在校学习的年限为三年。前两年在校

攻读学位课、选修课以及非法律专业本科毕业生必须补修的

法律本科主干课程，并做适当的社会调查研究。第三年围绕

学位论文的主题进行调查研究，收集资料，在此基础上，在

导师的指导下撰写论文并进行答辩。主要课程设置有国际公

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专题、国际法经典著作与案例等

学位课，以及海洋法、国际关系史、国际贸易法、国际金融

法、海商法、法律冲突理论研究等选修课。本院的目标是培

养德、智、体全面发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需要的

，懂法律、懂经济、懂外语、懂计算机的法律专门人才。学

生就业面非常广泛，包括公检法司、国家机关、律师事务所

、金融保险机构等各个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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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