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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9_B4_E4_B8_80_E5_c73_173417.htm 不要被厚厚的一大堆

参考书所吓倒，其实，考试就像煎中药，开始一大包，怎么

吞得下呢？那就慢慢煎，越煎越浓，越煎越少。第一遍复习

最细最慢，对需要重复记忆或加强理解的重点地方，做上标

记；第二遍重点看标记之处⋯⋯这样，书就会越看越薄，每

复习一遍，就等于煎了一遍中药。 在某一科上所花时间和精

力与其可能得的分值要相适应，不要只攻某一两科而轻视其

他科。某一科有不会做的题目是正常的，一定要均衡发展，

保证在单科都过线的情况下，以总分取胜。 纲举目张，即采

用章、节、标题、要点四个层次对课本进行梳理和编织记忆

网络。既钻得进去，又跳得出来，善于把支离破碎的知识点

连成线汇成面，随时从整体的角度掌握每一个知识点。 或许

这是一种最笨而又最好的方法：只有将浮躁的心沉下去，才

能在考试得分上浮上来。 京城五月初，没有往年的沙尘暴，

却更不平静。随着非典肆虐，校园里的考研风潮也愈演愈烈

。在万柳公寓闭门苦读，我仍时而会接到师弟师妹关于考研

的咨询电话。话筒那边传来的殷切而渴望的声音，促使我写

下了自己的考研经历，总结出一些经验，希望能对大家有所

裨益，哪怕仅仅是扫除考研路上一块小小的绊脚石。 凡最成

功的捷径往往是从最平常的方法开始的。考研也是如此，我

把自己考研的经验归结为以下几点： 一、明智选择篇 俗话说

：明智的选择是成功的一半。我深以为然。在考研中，是否

选择好适合自己的具体学校和专业甚至是你能否考上的前提



，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你的整个复习是否有效。 大体上看，

选择专业要坚持两个原则：一是必要性，即对选择的目标要

感兴趣，要有利于自己将来的发展；二是可能性，即通过努

力能够实现考上的愿望。 我是在大二下学期的3月份打算要

考研的，但当时对报考具体学校和专业还没有很明确的目标

。随大流想考金融专业，但复习一段时间后发现数学一直是

我最大的弱项，越看越头疼，想想还是放弃吧。6月底，我又

想报考中国人民大学的行政管理专业。专业课过一遍后，我

发现自己对这个专业不感兴趣，又想想如果一辈子从事不喜

欢的职业是多么可怕啊，于是我又放弃了。这时已经是大三

上学期的10月份了。后来我了解到清华大学法学院刚招研究

生不久，并且它还没有98级的本科生，我想可能还养在深闺

人未识吧，来个避实击虚，可能考上的把握会大点。于是我

经常骑着自行车到北大、人大、清华法学院去旁听相关课程

。到下学期3月中旬，97级考研分数下来，我校报考清华法学

院的几位师兄师姐全部落马，我这才明白它并不像我当初想

象的那么轻松，觉得压力很大，又忍痛放弃了。 那年的整

个4月份，我都在为了前途殚精竭虑地探索与思考。我客观地

分析了自身的处境，把考上作为第一目标，还想考个最好的

学校，以弥补高考时的遗憾。当时得知法律硕士只允许本科

为非法律专业的学生报考，大家都在同一起点上竞争，很公

平，并且是全国统一命题联考，既不用找导师，也不用担心

某些学校命题的内部黑幕。法硕的竞争相对民商法等专业也

没那么激烈，可以先考上法硕后再主攻民商法或别的专业方

向。在尽可能提高自己目标的同时，又要争取有较大把握，

在这两者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很关键，这是我后来能考上的



重要保证。就这样，经过一年多坎坷的尝试，我最终在5月份

才决定下来，这时已经心平气和了，因为，我很清楚自己要

走的路，接下来就是一个字：干！ 二、总体规划篇 正如工程

师盖房前要先有蓝图一样，考研是一项系统工程，也要有一

个总体的规划，以确定什么时间段应当完成什么任务，这样

才能最大限度、最高效率地利用时间，这是从宏观层面来说

的。当时我总结了一些适合自己的所谓理论，主要是煎中药

理论和烧水论。 煎中药理论（又称浓缩理论），即把书读薄

。不要被厚厚的一大堆参考书所吓倒，其实，考试就像煎中

药，开始一大包，怎么吞得下呢？那就慢慢煎，越煎越浓，

越煎越少。第一遍复习最细最慢，对需要重复记忆或加强理

解的重点地方，做上标记；第二遍重点看标记之处⋯⋯这样

，书就会越看越薄，每复习一遍，就等于煎了一遍中药。 烧

水论即搞强化训练。打个比方，一堆柴和一壶水，柴有限，

也即学习的时间有限，你看着火烧水，随时添柴，心无旁鹜

水很快就烧开了。还是这堆柴和这壶水，如果今天添两根，

明天添两根，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柴都烧光了，水也烧不开

。考研整个学习过程也是这样，其间每遇到小事、烦事影响

学习，都先把它放到一边别理它，等考完再慢慢处理。 我正

式定下目标离考试只有8个多月的时间，当时担心时间不够，

因此我抓得比较紧，复习强度也比较大。分阶段复习是很有

必要的，我把总体复习时间分为以下五个阶段，仅供大家参

考： 1.第一阶段（5月初～6月底）：主攻英语和专业课，两

大块每天各复习6个小时左右。 英语：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

是分项复习，背马德高的词汇手册，研读王若平的《阅读基

本功难句过关》，做朱泰祺的《新编硕士研究生英语入学复



习指导》，打好基础。 专业课：主要是通读教材。当时新的

《指南》和《大纲》还没出版，我就找上一届考过的师兄借

来旧的《指南》狂看，还把《大纲》中指定的几本参考书找

来，分析对比以后，决定每科只看一本，即北京大学出版社

和高等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的那套红皮书。全面扫荡一遍以

后，所有知识点一览无余。细而全的复习为以后的进一步提

高阶段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2.第二阶段（7月中旬～8月底）

：主攻英语和专业课，开始复习政治。英语、政治、专业课

每天投入的时间分别约为4、2、6个小时。 英语：针对题型进

行专项训练，重点攻克阅读，使用石春祯的《220篇》、王若

平的《阅读手记》和吴永麟的《精读100篇》。 政治：进行第

一遍复习，上了辅导班；同时研读一遍岳华亭主编的《政治

理论辅导讲义》。 专业课：精读了两遍新版的《指南》和《

大纲》，并开始做总结、记笔记，把知识点按照内在逻辑规

律整理好，并参照《大纲》突出重点与考点。 3.第三阶段（9

月初～11月中旬）：主攻专业课和英语，兼顾政治。英语、

政治、专业课每天投入的时间分别约为4、2、6个小时。 英语

：先分项复习一个月，国庆节以后开始做一些综合模拟题，

如张锦芯的《阅读200篇》和《模拟考场》。 政治：进行第二

遍复习，还速读了一遍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

司组编的那五本示范教材，结合起来理解。 专业课：把《大

纲》所附的样题及前两年的考题仔细分析了两遍，再进行有

重点、有针对性的复习。值得注意的是一定要研究《大纲》

样题及其答案，那上面给出了很多考试和答题的信息，万万

不可忽视。 4.第四阶段（11月中旬～12月底）：主攻专业课

和政治，兼顾英语。英语、政治、专业课每天投入的复习时



间分别约是3、3、6个小时。 英语：每隔一天做一份模拟题，

另一天进行分项训练，如朱泰祺的《最后五套题》和王若平

的《洞穿考研》；开始准备作文，背一些常用的短语、句型

、模式，如王若平的《万能作文》。 政治：复习两遍，听考

前串讲班，融会贯通，并开始大量做题和背诵。 专业课：开

始背《指南》，并每天做一套模拟题，以熟悉题型和巩固知

识点，从整体把握所学内容。我是先做单元练习，后做模拟

试卷，通过做题发现自己的弱点，达到看书困惑做题发现弱

点提高看书⋯⋯循环上升，逐步提高。 5.第五阶段（1月初～

临考前）：最后冲刺，主攻政治，兼顾专业课和英语。英语

、政治、专业课每天投入时间分别约为2、8、4个小时。 英语

：每两天一套模拟题；再强化作文的背记复习。 政治：狂背

考点，并按辅导班老师押的题有重点地复习；开始背形势与

政策；做模拟题，查漏补缺。 专业课：主要是找弱点、查漏

洞，对模拟阶段的错题进行分析、归类；对知识点重新强化

记忆，每天带动自己边听串讲磁带边巩固知识点，直到专业

书背得滚瓜烂熟。 在整个考研备战过程中，我都严格按照自

己的复习计划进行，并随时根据自己的复习进度进行调整和

修改。计划订好了，关键在于行动，在于坚持。 三、各科平

衡篇 即英语、政治和专业课复习如何保持平衡，并获得最佳

分数搭配的问题，这是从中观角度来说的。这方面也可以总

结出一些规律，主要是木桶理论和分数饱和理论。 木桶理论

：即一个木桶能盛水的高度是由组成它的最短的木片决定。

考研也有类似问题：有的同学总分很高，但如果有一门课没

达到最低线，也不能录取，这是很令人遗憾的事情。这一理

论要求要实施各科平衡发展的复习战略。 分数饱和理论：即



考生对某一门学科的掌握就考试而言都是有极限的。比如，

即使你天天只学英语，到考试时你也不可能把英语题目全部

做对。所以，在某一科上所花时间和精力与其可能得的分值

要相适应，不要只攻某一两科而轻视其他科。某一科有不会

做的题目是正常的，一定要均衡发展，保证在单科都过线的

情况下，以总分取胜。 考法硕过线的难点在于英语（很多人

没考好就是栽在英语单科上），高分的关键则在于专业课。

下面重点谈谈法律专业课的复习： 1.正确选择复习资料 了解

命题范围对于专业课复习来说至关重要，法硕在这方面比较

省心。考法硕的一大特点就是有全国统一联考的指定教材，

即命题范围和依据是曾宪义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的那本《指南》和《大纲》，单就应付考试而言，《指南》

威力最大，精读的效果最好。 那么，如何把握法硕考试的深

度？诚然，法硕专业课较之法学相对易些，但也决非只看一

两遍即可。如果你想在考试中有绝对的把握，想牢固地把握

自己的命运，要达到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复习效

果，非得下一番苦功夫不可。考试内容基本上不会超过《指

南》的范围，试题的答案大部分在其中，但这两年命题的难

度也在逐渐加大，从2002年、2003年法硕专业课分数可以明

显看出这一点，特别是综合课难度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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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