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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堪回首！考研之路是苦闷的，是对智力和毅力的双重考验

。但一路走来，其中亦不乏许多经验和教训可为师弟、师妹

们参考借鉴。 一、选择篇 报考学校和专业的选择应该是考研

之路的起点，因为与高考时全国统考不同，研究生考试的专

业试题因学校和专业的不同差距会非常大，所以说准备考研

，首先要确定好报考学校和专业，然后才能有的放矢。 我认

为在选择学校过程中主要应贯彻自量原则，也就是根据自己

的能力和意志力情况来选择相应难得的学校。大多数考生对

于个人意志的把握一般较为准确，但在对个人能力（智力）

的判断时经常会出现一个误区以大学本科时期的考试成绩作

为主要判断标准。而本人认为本科期间的考试成绩只能反映

一名学生的笔记水平，要评价自己的实力应该根据自初中甚

至小学以来方方面面的表现，不能仅以本科期间的学习成绩

作为主要的评判标准。例如我们系考研成功的80%都是本班

排名4-10位的学生，而那些名列前茅的学生则往往因为平时

学习成绩造成的错觉报考了名牌或热门大学，结果十有八九

无功而返！ 专业的选择主要应看个人兴趣，“兴趣是最好的

老师”。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与本科大不相同，若因为其它原

因选择了自己不感兴趣的专业，即使考上了，三年的研究生

生活也会非常痛苦，甚至学不到任何东西。 二、备考篇 “笨

鸟先飞”，即使你认为自己不笨，尽早准备也会使你在竞争

中处于优势地位。考研的目标不应仅是考上，还要争取考公



费、考第一。我开始准备是在大三寒假，当然之前我就确定

了报考学校和专业并且根据去年的招生简章买了教材。第一

遍专业课准备的关键词就是全面、细致。要从头至尾通读指

定教材，此时不求记住只求理解，因为即使你想记也记不住

，一遍下来感觉什么也没记住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在复习第

二遍之前，我先对历年试题作了详细研究，从中找出考试重

点以及学校的出题特点。第二遍的复习就要有侧重点的看，

同时要做重点笔记，尤其是找出历年试题的答案，因为大部

分学校的试题经常会重复出现。两遍下来基本上就到了考前

一两个月，第三、四⋯遍就以复习重点、难点为主，同时多

做些模拟题照一下感觉。 在备考的不同阶段最好都事先做个

计划，首先估量一下一天会有多少学习时间，然后根据每门

专业课在试卷中所占的分数比例来分配相应的复习时间，占

分多的多分配时间。 三、信息篇 信息的搜集是考研非常重要

的一环，它有时候甚至能决定考研的成功与否，考研信息的

搜集要贯穿备考的全过程。搜集信息的内容主要是所报考学

校的招生政策、规模；学校透明度、公平度；试题特点；专

业导师都有谁，他们各自的学术观点和成果，最好能够搞到

他们的授课笔记。至于搜集信息的方式主要是通过网络，登

陆学校网站或者各种考研信息网站，如果在报考学校有同学

就更好了。现在国家对于研究生考试的政策每年都在变，所

以信息的及时掌握就更显重要。例如我考研时就因为不知道

考试题型的变化，对于法理考试的三道简答题（以前法理考

试是从不出简答题的）都没准备，当时感觉真是“三问三不

知”。 四、技巧篇 考研没有捷径，如果硬要说有的话，最大

的捷径就是少走弯路。下面这些我在考研路上所总结的教训



可能会使大家少走弯路，所以也可称为技巧吧！技巧之一就

是不要存在侥幸心理。考试范围内的内容要全面掌握，没有

什么是“决不可能考的”，出题老师经常会让我们“出其不

意”。技巧之二就是多了解出题老师的学术观点和近期的学

术成果，因为这些往往会成为他们出题的内容或者评分标准

。如果不能知道出题老师是谁的话，就把所有专业导师的学

术观点和成果都看一遍。技巧之三是考前一天准备好安眠药

（并不是要你破釜沉舟的意思），以防不测。本人考前一天

晚上就因为一外宿舍同学到我宿舍借宿，打呼噜不止，而我

却对此突发事件没有充分准备，苦于不能安眠直至凌晨三点

半才睡着。三个小时后我起床奔赴考场。 总之，考研毅力是

根本。努力了可能考不上，但不努力就不可能考上。天姿聪

明只是“小聪明”，会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是真正的聪明！ 本

专业就业前景 首先，我们宪法与行政法专业属于法学一级学

科，作为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就业方向大致有以下三种： 第

一，法官、检察官、律师。这是法学专业学生的主要就业岗

位，也属于专业对口职业。从事这三项工作首先要通过国家

司法考试取得司法资格证，但这对于一名法学硕士利用三年

时间并不难做到。法官、检察官在社会中的地位不言而喻，

而且中国政法大学在法律界尤其是地方省市的名望比较高，

所以我们专业毕业的硕士生若到地方中级法院、检察院工作

难度不大。而做律师虽然累点，但属于高收入阶层。 第二，

政府部门。现在进入政府工作一般要通过公务员考试，虽然

公务员考试一般都会有专业限制，但绝大部分都会录用法学

专业的毕业生。而作为法学硕士通过各类公务员考试也属不

难。 第三，教师。根据现实情况，硕士生一般也只能去二流



以下的高校或者法官、检察官学校做教师，但待遇是相当不

错的。 其次，作为宪法与行政法专业的学生就业前景更加看

好。众所周知，依法治国已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而依法治

国的关键就是依法行政，政府必须依照法律办事。行政法的

核心理念就是规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合法权益。非典、孙

志刚案件等具体的案例也表明行政法在整个社会中发挥的作

用日趋增大。各级政府部门为了确保依法行政，就需要引入

大量行政法学人才从事立法、执法甚至应诉等工作，所以说

对于到政府部门工作或考公务员，宪法与行政法专业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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