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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针对非法律专业的本科毕业生、法律大专毕业生来谈

，至于法律本科毕业生可以参考进行，如果能对大家有一点

帮助，就已经达到本文的目的了。首先分析一下自己的情况

，非法律专业的本科毕业生、法律大专毕业生一般地说缺乏

的是比较有系统的法律知识训练（长达四年），以及坚实的

法理基础。但我们的记忆力、逻辑推理以及答题技巧与科班

出身的正规生基本上不相上下。所以差距只是很少，大家都

在同一起跑线上。故我准备针对上面提到的缺点进行系统针

对性训练。 以下分几点陈述我自己两年来参加律师资格考试

的成功与失败经验的心得： 1.必须树立坚毅的信念和打持久

战的准备。由于我们是一群非科班出身的人士，对法律缺乏

坚实的基础（特别是法律原理）。第一步必须首先尽快熟识

法律条文，培养起对法律的新鲜感和考试直觉，这是最基本

的一步。当热情退后，每天对着大量的、令人厌烦的法律条

文时，我们很容易产生厌倦心理、甚至放弃。这时只有靠坚

毅的信念才能够支撑得住的。我经常用：黑夜已经降临了，

黎明还会很远吗？来自勉。 2.要有比较科学的复习安排。针

对律师资格考试的分数分布，现在就必须安排好整个总体时

间。我的去年经验是： a.第一阶段是熟识各种法律条文，结

合律师资格考试的指定辅导书本进行，来回看三遍，大约1-2

个月。 b.第二阶段根据律师律师资格考试的分数大项：刑事

法学、民事法学、企业法律制度、律师法律和制度等再进一



步复习，并针对前一阶段的薄弱环节继续深化，用1-1.5个月

。 c.第三阶段进行针对性的训练，包括第四卷的主观性练习

，同时有意识的进行速度、答题技巧的练习，用2-3个星期。

d.第四阶段是全面再过一遍，并将前面三阶段暴露的问题彻

底解决，强化改薄弱部分，用剩余时间。 3.安排日常时间为

考试复习开路，并且培养成为一种习惯。定好总体规划的时

间后，就要有具体的作息时间。平时星期1-5应怎样安排，星

期六、日又怎样安排？每天睡觉时问自己今天的进度怎样？

明天又要达到什么目标？如我每天早上6：00起床，利用头脑

清醒的黄金时间记忆一个小时。晚上从8：00-11：00是主打时

间，其它事情都为它开路。 4.应该抵受住各种引诱，排除掉

各种干扰。毕竟我们是上班一族，每天都有不同的事情要面

对，如应酬、赴宴、娱乐活动等等，万不得已时不要放弃。

既然你已经为律师资格考试付出这么多，就要有排除纷扰的

心理准备。我的经验是：当我想为自己找出很多理由，为自

己开脱时，就问自己：“我辛苦了这么多，难道就这么容易

就放弃吗？” 5.保持一定量的练习。适当的练习是我们成功

的有力保障，通过它可以验证效果、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我们平时可能会听说某某不用看书、不用做练习就能通过律

师资格考试或者高考等等，我认为可能着是一个深童，或者

我根本不相信，因为我自己最清楚。从小到大。很多人都说

我很小看书、做练习就能拿高分，甚至这一次又有人问我为

什么不用看书就能通过律师资格考试。其实这只是一种误导

作用。因为说自己不用看书能通过，是希望其他人认为这是

人的本身素质决定，再努力也无用，从而放弃了努力，不去

努力学习，将勤补不足。而这些人却在没人看见的时候拼命



看书，大量做练习，况且复习质量较高，最后又形成了一个

神话效果。 6.劳逸结合。律师资格考试毕竟不是绝对的苦生

活，平时要有适当的体育活动或者休闲时间。如每天中午我

一定要睡觉，才能保证夜晚充足的精力。特别是复习到一定

阶段，觉得很困时，千万不要硬顶，因为效果奇差。这时候

可以听一下音乐，看一下风景或者活动一下。平时复习达到

某一目标后，可以适度放松一下。这样就能保持对法律的不

断新鲜感。我还经常进行交叉复习，如记忆完刑法后又马上

转到做民法练习，这种跳跃式的思维效果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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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