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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B_BD_E6_94_BF_E6_c73_172863.htm 考研经验谈 我，一

个智商平平的女孩，原就读于北方交通大学（现更名为北京

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法学专业，2003年10月开始准备考研，

经历了3个月苦行僧式的生活，以专业第五的成绩顺利考入法

学的最高学府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经济法专业。听

了我的故事，也许你会惊诧于我的高效，还会羡慕我的幸运

。的确，我是幸运的，但幸运的背后是无数的艰辛与曲折。

回想考研时的经历总有千言万语，在此仅将我自己感触最深

的一些事情与大家分享，希望能给正在考研路上艰苦跋涉的

你们送去一壶清泉。 一、良好的心理素质是成功的关键 考研

之路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漫长而艰难的，只有良好的心理素

质才能助你一路拼杀到复试结束。在备考的几个月里，你可

能会周期性地感觉学习效率低下、精神状态不佳，以致失去

自信，这在考研一族中是非常常见的现象，能不能克服这种

现象正是提高学习效率的关键。凭经验来说，当你陷入这种

低弥期时应当及时分析原因。如果确定是过度疲劳引起的，

那么给自己放一天假，好好睡上一觉是最佳的选择。一定要

切记，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如果只是心理上的反复，那么不

要认为效率不高不如休息，等到状态好了再学，这样不但浪

费宝贵的光阴，还最容易导致中途放弃。一定要强迫自己继

续学习，保持好学习的习惯，同时要通过心理暗示恢复自信

。 参加考试的时候更是要拿出所有的勇气，准备面对任何困

难。不管自己准备得到底如何，考试前一定要充满信心的走



进考场，而且告诉自己不论结果如何都要尽到全力，千万不

要想：我今年准备得不充分，这次就当练练手，撞一下运气

，考不上明年再来，这样你就百分之百失败了。当看到试卷

上有好几道大分值的题不会做时，更要沉着，告诉自己：没

什么大不了的，难题绝对不是只难住我一个人，大家都不会

做的话等于此题未出。这种时刻发扬一下阿Q精神还是有好

处的。 二、合理分配时间，有计划地复习 备考的几个月是十

分宝贵的，只有合理地安排复习计划才能使时间的价值最大

化，尤其对于像我一样着手较晚的人来说。外语是考研的一

大障碍，也是最能拉开分数档次的科目，对文科专业更是如

此。而且，外语的工夫不是一朝一夕练就的。因此，外语基

础不太好的考生一定要及早入手。法学专业的考试特色就是

要看的书很多，其中很多知识点还要熟记，所以专业课的复

习时间也不能太省。如果实在来不及，可以在政治的复习时

间上省一些。因为政治难度不大，记忆的成分多，过早复习

只会重复记忆，浪费时间。当然，我不是反对大家好好复习

政治，上述只是在时间有限的前提下的无奈之举。另外，我

所说的“外语专业课政治”的顺序只是我个人的安排，每个

人都应当根据自己的强项和弱项作出适合于自己的复习计划

。但无论如何，要有一个详细的计划，将自己需要看的书和

分配的时间列成表格贴在醒目的地方，每天激励自己努力学

习，朋友们还可以互相监督。考研贵在坚持，只要能根据自

己的实际作出合理的计划并能切实地履行，相信你的一只脚

已经跨入名校的大门了。 三、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 刻苦努力

是考研成功的基础，但合理的学习方法是成功的“催化剂”

。不要以为，考法律的东西就是死读书，若是不会活学活用



，背再多东西也无用武之地。由于各学校的命题风格和难度

不同，复习法学专业课的方法也大不一样。有些学校着重考

察法学基础知识，因此题目范围很广但难度不大，考生只要

熟读教材就差不多了。但也有像中国政法大学这样的学校，

其考题中对基础知识的考察多放在简答题的水平，真正拉开

分数的是一些很专业、很前沿的论述题和案例题。要考这样

的学校，千万不要只盯着教材看，挑选一两本精辟的专著看

看，再关注一下本专业的研究热点会使你受益颇多。不过也

不要被那些高水平的题目吓到了，其实命题老师对本科生的

普遍水平也是了解的，在评分时自然不会以学者或研究生的

水平来评判你的答案，只要他认为你尚且对学术问题有所关

注，有培养价值就行了。所以，在学习空闲多翻翻法学杂志

，对热点问题了解一些也就够了。 至于英语和政治的复习，

我想个人方法的差异性就更大了，在此就不多说了，只是要

提醒大家，千万不要盲目相信某些知名人士所写的所谓命中

率很高的模拟题。亲自做过后你就会发现很多都与真题的难

度和考察的知识点有很大差异，根本是垃圾！真题是最权威

的辅导资料，挑选一本讲解详尽的真题解析，按照考试时间

测试一下自己，并根据解析分析自己的问题，认真总结，会

比花大笔钱买大量的“垃圾”回来做实用得多。当然，有余

力的同学也可以挑上几套模拟题来练练手，但一定要向同学

或考研前辈讨教一下哪本书是经过实践考验的，不要盲目购

买。毕竟，我们的复习时间是最宝贵的。 四、收集必要的信

息 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这绝对是条真理，即使在考研的过

程中也同样适用。大家都承认考本校的研究生要比考外校容

易，靠本省市的研究生要比考外省市容易，其实差距就在信



息方面。研究生考试最大的特点就是专业课由各校单独命题

，因此了解各学校命题老师的研究领域和命题风格就很重要

了。本校的学生本科时就接受的是此学校的学术观点，甚至

可能还是命题老师的学生，这样的优势是外校考生可望而不

可及的。但是千万不要自卑，信息是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获取

的，实力才是硬道理。 首先，打听一下报考学校的出题老师

及其研究领域是必要的。知道是哪些老师出题后，要尽量弄

到这些老师的授课笔记，在网上或期刊上搜集一些相关的文

章，结合近年真题仔细研究，抓住复习的大方向，这样会产

生事半功倍的效果。 其次，不要盲信招生简章，尤其是指定

用书。实际上，很多学校所指定的教材早已落伍，现在的命

题老师都不屑于去看了。相信大家也都可以想象按照这些过

了时的“四书五经”答题会有怎样的结局了。明明付出了这

么多努力才记住的东西，却不能在考试中转化为分数，太冤

枉了！所以，要多向本校的学生请教，问问他们本科时用的

是哪本教材，老师在授课时推荐他们看什么书，这些才是真

正有价值的东西。 总之，考研的过程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

，成功往往取决于多种因素，而不像许多人所想象的那样，

只要一心学习，心无杂念就能考上。当然，努力是最基本的

条件，但健康的身体、良好的心理素质、得当的方法和正确

的信息也很重要。因此，放开心扉，多与朋友交流心得，不

仅会使你在考研路上不再孤单和无助，而且绝对会产生好的

效果。最后，祝大家都能圆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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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