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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A1_95_E5_BF_83_E5_c80_353642.htm 首先要告诉大家的是

，我没有修过法学第二专业的课程，也没有专门上过法硕的

培训班，在鸡尾酒似的综合利用参考资料的基础上，历时七

个半月来征服了法硕考试。所以，对于已经在准备或将要开

始备考的学弟学妹，即便是第一次考法硕，即使曾经没有接

触过法律的有关知识，从现在开始，用心投入，坚持到底，

是能够取得满意的，甚至是超乎你想象的成绩的。 一.复习进

度 正式开始考研备考是在05年3月初，主要是开始复习英语和

自学刑法民法两门专业课。但由于开始就学得很拼，这样备

考了一个月后就经历了近一个月的停滞时期。所以考研复习

不可操之过急，从开始宜循序渐进，慢慢增加强度。此后在

五月份正常复习了一个月，因为准备期末考试，复习的事在

六月又耽搁了下来。暑假在家安逸地呆着，断断续续地复习

了一个月。开学后，直至国庆长假放完的一段时期也是不紧

不慢地将复习往前推进。 但国庆以后，便开始开足马力全面

推进，逐步提高强度，越到最后阶段越拼命。所以考研最后

的三个月是强化的三个月，也是最辛苦的三个月，基本上每

天八点起床，晚上一点之后睡觉，且因睡前大脑高度运转而

常会失眠；尤其是最后的一个月，想起来有点像炼狱或者苦

行僧的感觉。这种高强度的学习状态一直持续到考试第二天

的中午，也就是说考前考中，我都没有所谓的放松调整，而

是将强化复习进行到了进考场考最后一门的前几分钟。事实

证明，这种身心之苦是值得付出的。 因此，总的说来，考研



越到后期复习的效用是递增的。考前三个月是成效最显著的

时期，集中强化，提高效率绝对必要；此时的一分钟，值考

研前期的五分钟甚至十分钟。当然这也不是说十月之前的复

习无足重轻了，只是因为遗忘的问题，所以这几个月的复习

成果到后期效用会淡化。但这几个月却是关键的打基础的时

候，尤其对于需要细水长流般的学习的英语，刑法民法。很

多细致的工作需要在此时作，比如笔记、摘抄等；同时，与

记忆比起来，这一时期要重理解，知识学活一点，知识面拓

宽一点，眼光不要仅局限于应付考试。具体的我后面会讲到

。 二.分科详解 这一部分，我结合所使用的复习资料来谈。

总的说来，我的成功之道就是靠全心全意对待考研 正确的方

法 精选出来的大量好的、适合自己的参考书（我有自己的一

套选用参考书的标准，可在下文中留意）；只上过一个政治

冲刺班，其余全靠自学，少有和别人探讨学习中的问题，有

疑问都是自己在书中找。另外就是看书时多思考多联系，多

做勾画、写笔记，书越花越好，只要不影响看文字。 1、英

语 ①我十月份之前英语复习主要是抓单词和阅读。这段时期

阅读方面要解决的难点是一是长难句，二才是单词。我的经

验是先做基础阅读，像吴永的阅读100篇，人大郭崇兴的阅

读108篇（可以一直用到十一月份），用来做精读训练。即除

了做题，学习怎么去判断选项，更关键的是作全文翻译。花

上一个多两个小时来攻克一篇文章是值得的。因为在这种艰

难的逐字逐句的翻译中，英语基础差的也能打牢读懂长难句

和理解复杂文章的基础。同时也能提高翻译水平、语感，学

习单词。此外，我重点选用的这两本书都是对阅读选项答案

有解析的（不一定都分析得好，但有解释总比没有好），有



全文翻译；吴的还有重点单词词组提炼，郭的有文章题材分

类，难度指数参考和文章字数统计、建议阅读时间这些都是

我在浩瀚书海中专门选择这两本的理由。 ②背单词的工作是

贯穿考研始终的。我主要用的是星火的，按照它的安排一周

学习一单元的单词。多看多理解，尤其结合它的例句来学单

词，并用彩笔勾出了陌生的单词义项（在后期复习时就可重

点看此部分）；中间多回过头去复习前面的章节，以免遗忘

太多。同时辅以索玉柱的词汇宝典，从他列出的每个单词的

近义词、反义词和运用性短语来从另一个侧面复习单词。当

然结合阅读练习来学单词，在阅读文章中勾注重点考研单词

也很重要。 ③真题我是在打好了一定基础之后才开始做的。

九月份开始从97年的往后做，最多弄了两三遍。真题的阅读

是重点，有时间的话作精读训练；并研究出题思路和解题方

法；同时学习它的一些句型和考研核心单词的用法，以备作

文之用。已经不考了的关于单词的单选题，我建议也值得认

真做一做，用来复习单词很管用。我选用的是曹其军的历年

真题（觉得在解析历年试题上，本书编得特别好）。，我还

把头两年的真题留到了最后一个月，来测试当前的即接近全

真考试时的水平。 ④作文我是在最后一个月开始练笔的。但

此前几个月，在作阅读，背单词的时候也有意识的积累一些

句型、核心单词、词组和表达方式。我的建议是用自己积累

的东西。市面上卖的万能模版之类的已经被被别人模仿的泛

滥了，写出来只会让改卷老师对你没好印象。可以选并非大

部分人能注意到的，比如张锦芯模拟题中的作文中的一些语

句，写作思路和词汇选择就值得借鉴。练作文的目的不在压

题，而是用自己的表达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所以练笔中



所用的好的语句、词汇都值得专门记录下来，以备考试之用

。 2、政治 我是文科出身所以九月才开始看政治。理科生的

话多加一个暑假也完全足够了。任汝芬的序列一是非常适合

自学的一本书，需要系统的将它的马哲、马政经、毛概和邓

论学两三遍是必要的。尤其是马哲和马政经，理论性强，要

理解得深入透彻，看第一遍时有些地方还要参照其他的资料

来加深加宽。任的书会有一些知识点没讲透，可以参看别人

恩波暑期班讲义中的一些部分或者其他资料来完善一下。同

时还要练题。陈先奎的2000题是不错的选择，尤其是选择题

部分，适合第一遍学习，用来考察对新学知识的理解和查漏

补缺；他的答案都有解析，对自学者来说很受用，任的书上

没讲到的在此也可得到补充。恩波的核心考案出来之后，可

重点使用这本书来做复习。重点地方同时参看恩波讲义、考

案、任的讲义，会有更深的体会。最后阶段背大题时将考案

与陈先奎的30天30题，以及培训班的临门讲义结合着来背，

就万无一失了。 个人认为政治的冲刺班还是值得上的，一是

听老师提炼和点睛，解惑；二是在复习到山穷水尽时，能及

时得到老师的鼓励，给你以考好政治这一门的希望。 模拟题

的话做做可以，分数不必当真，毕竟尤其是主观题部分不可

能出得与考研真题那样经典。真题是值得研究的，尤其是分

析近年来的出题趋势。其实这两年，政治主观题有更贴近当

前社会现实，更活更易得分的趋势，这对大家来说是个福音

。 3、专业课 ①上半年专业课复习的重点是刑法民法，要学

得活学得广；法理学也慢慢学一下，尽管有些枯燥，毕竟它

是其他四门的方法论和基本规律总结。知识点此时不一定要

掌握全，把重点理解了就好。上半年复习刑民时除了看指南



，辅以一些点出并讲解了刑民重点的书，比如名师讲义之类

的书，是必要的。也就是说重点部分的知识的掌握不能局限

于指南，要加深。还有一个关键是辅助大量的案例。在案例

中学活死的知识，在案例中理解知识点，在案例中化知识的

抽象为具体，在案例中拓展知识。专门使用案例教学的书，

这一过程可以持续到十月份。我在参阅大量案例书和理论方

面的书时还作了摘记；尤其是案例，将几百上千字的有难点

的案例及分析总结成一两句点睛的话，积累起来，这在复习

的最后看看是非常有价值的，往往这些案例点睛的地方就可

能出小则带案例的选择题，大则案例分析题。 ②八九月时，

在精读指南第二遍时，开始做笔记，将厚厚的指南浓缩成三

百多页的，要点化，层次结构分明的适合背诵的笔记。在之

后的复习、知识提升和练习时查找知识点就以笔记为主，需

进一步细化的地方再翻翻指南。所以就指南而言，我认真看

过两遍，而笔记则是N遍。需要说明的是，既以笔记为主，

就还要在笔记上作笔记，因为笔记不是简简单单重复的看，

而是一次比一次又有提高和加深的看。比如在这种基本上涵

盖了指南知识点的笔记上，还要参阅参考书来标注重点次重

点和非重点，这在复习的最后阶段对于背诵来说是很有益的

。 ③九月到十一月是突破知识点的阶段，也就是练题，大量

的练题。在量中求知识掌握的质，全和深。苏号朋的民法习

题，人大版指南的配套练习等书都还不错。另外还是那句话

，做勾划和笔记。我就把许多选择题的考点、易错点用一句

话总结了积累起来，考前就可以在短时间内回顾一下。 ④十

一月到考前是最后的突击强化阶段。这几年法硕考试的出题

是越来越难，越来越活，尤其是刑法民法这两门；克服这一



点主要靠前几个月的大量而细致的提高性学习。但法学仍是

需要大量背诵的学科，这一点就在这两个半月来解决。大串

讲是个好帮手，但也有缺点知识涵盖不全，包括一些大的主

观题。所以是以背笔记为主，尤其是笔记上的重点部分和一

条一条归纳出来，看上去就适合出大题的部分；再结合大串

讲和论坛上老妖精总结的重点来记忆知识。 需要强调的是对

重点的把握自己要有一个思路，不能盲目地完全相信某一种

资料上所说的。从教育部开始出题到06年，正好是三年，我

根据三点一线的方法，重点研究了04，05的考题（考试分析

上的试题分析是分析的最好的），大致的把握到了06年出题

方向、深度。再参考各种资料上的所说的重点，按自己的理

解有选择有针对的来抓知识。 ⑤模拟题要做一些，但只是练

兵而已。我认为对于在校生，考了四年的试，就没有必要专

门花3个小时来完成一门，这是很浪费时间的，在最后的两三

个月应该惜时如金。此外，目前市面上的模拟题的主观题尤

其是案例题好多还停留在一个案子一个问题的出题方式上，

参考价值打了折扣。有余力的同学不妨把要求拔高一点，看

看司考的案例模拟题，像我参考过的张能宝的《案例与论述

专题例解》就还不错。 最后说一句，这么多书只代表我用过

，但不是每一本都做完了，翻烂了。非核心的书，书中对我

有用的地方，需要时参看参看就够了。我这些书有些是买的

旧书，有些是盗版的，有些是图书馆借的，所以在毫费银子

方面还是经济的啦。总而言之，自学中要想取得接近于上过

专业课或培训班的水平，关键就是方法和大量适合的书籍资

料，利用好各种资源，网络、图书馆、电视节目等等。 三、

除此之外，好一点的学习环境、氛围（我们寝室就都考研，



且专业学校还都不同）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是需要的。不一

定是一个专业的，只要能在考研路上相互鼓励相互搀扶；学

累了相互聊聊，找点乐子玩笑一番；学到郁闷或绝望时有人

开导你，鼓励你，这些对于我坚持到底，取得成功也是很重

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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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