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 观 人 二 ○ ○ 八 年 五 月  NO.5  08 考研高手经验谈   

 
 

 ～74～- 

 08 考研高手经验谈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08 级硕士－岳业鹏 

学校背景：北京化工大学法律本科毕业 

阶段 科目 得分 

英语 85 

政治 73 

专业基础课 126 

专业综合课 129 

初试 

总分 413 

2008 考研成绩 

复试 总分 245 

 

  我是北京化工大学法学 04 级学生，今年考取中国人民大学的民商法专业的研究生，为

期将近一年的考研之旅终于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回首这段孤独却十分充实的岁月，感

慨颇多。近日承蒙来胜盛情邀约，写下这段经历中自己的一些心得体会，以飨诸位即将投

入考研战线的学弟学妹。 

  考研是个系统工程，在整个准备过程中，既需要我们宏观上对其中的各种因素适当把

握，又需要对各个方面的细节做出精密安排。 

一、考研复习总论 

确定目标，坚定信念 

  报考学校及专业的选择是至关重要的，它将决定我们这一年，某种程度上乃至一生的

走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我想说的是，选择务必慎重，一旦确定后就要坚定信念，

别轻易改变。年轻人通常有也应当有种执着，甚至某种程度上的狂热，这种内心的信念是

我们走向成功的最有力的保证。精力充分与否，效率的高低很大程度上都决定于我们信念

是否坚定以及有多坚定。 

心态准备——迎接“持久战” 

  看着 08 年考研中金榜高中的学长，诸位学弟学妹也跃跃欲试，希望自己也可一举拿下，

却未曾认真估计期间的艰难困苦。整个考研过程并非百米冲刺，它更像一场马拉松长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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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在征服考研之前，需要经受漫长的修行与折磨，需要克服疲惫、忧虑，在失望中不

断寻找希望。对于 09 年考生来说，这段漫长的日子已经来临，你是否准备好面对即将遇到

的重重困难与挑战？对每个人来说，必须要有一种持久的动力支撑我们坚持下来，正视期

间遇到的迷惘与挫折，直至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 

考研四阶段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考研内容十分繁多，将这么多知识在有限时间内掌握并

充分反应在试卷上，绝非易事。这就要求我们制定一个科学合理的计划以保证整个复习过

程有条不紊地进行。总体上我们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基础复习阶段（实为学习

阶段，因多数内容已经淡忘或根本没学过），大概到 8月份。主要是通读各科教材，对基本

理论有个全面把握，到这时，所有考试内容都应过目一遍，但不必记忆或过分深入，对所

需掌握的知识量有个总体认识即可；第二阶段为重点强化阶段，11 月之前结束。主要是对

重点知识深入理解掌握，也可整理笔记，复习中逐渐理出各科知识的内在体系，这个阶段

非常关键，大致决定了初试能否通过；第三阶段为全面背诵阶段，主要知识大概能口述或

默写下来，12 月中旬前完成；最后一个阶段为调整阶段，这时多数人会有心理恐慌，要在

进一步梳理、记忆知识点时不断调整状态，迎接正式考试的到来。 

 “四位一体”的战略总格局 

  考研要考政治、英语、综合课、专业课四门（看似废话，实则不然），能否考上是由四

科共同决定的，一科成功不足以保证你最后成功，而任何一科的失败却足以让你前功尽弃。

因此任何一门都不可偏废。当你有意或无意体现对某门课的轻视时，便埋下了失败的种子，

公共课同专业课一样重要。如何正确处理四科之间关系，我个人觉得应做到以下两点： 

1. 统筹兼顾：原则上每天复习中，四科均应有涉，时间比例大致为 2：2：3：3。第一

阶段公共课时间可略少，随后渐增。当然，个人可按自己实际情况调整，英语基础较

好（如已通过 6 级考试）则不必花同比例时间，反之则应增加时间。各阶段根据各科

进度要适当调整。 

2. 重点突出：各科同样重要，却非同等重要。在复习中要认清各科所处地位。就我个人

而言，英语只需保证过线，专业课保持中等水平，政治课和综合科则为提分课，予以

重点提高（这样决定的原因会在分篇里介绍）。后来也确实发现，高分与低分差距主

要在这两科，后者更甚。各位考生应根据自己实际确定的复习策略，做到“两点论”

与“重点论”的统一。 

关于学习方法 

  科学的学习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提高效率，做到事半功倍。我个人觉得应当遵循从宏观

到微观的复习方法。学习初始，要首先对该门课总体框架有个了解（如某科包括多少门，

每门又有几编，以此类推），然后再分别对各个部分细化学习。要特别重视课本目录，以之

作为突破口来把握这门课的体系与脉络。在掌握具体知识点时，也要注重知识体系（该知

识点处于整个知识网的哪一部分，与相关知识有什么联系和区别），注意具体规则如何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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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原则，反映了什么价值取向。另外，要掌握一本书一般需要看四遍：第一遍快读，掌

握大概体系；第二遍精读，注重知识理解；第三遍总结，梳理体系结构；第四遍背诵，熟

记知识要点。如果时间无法保障，我觉得应适当缩小复习范围，贵在求精。 

二、考研复习分论 

1. 政治篇：相比较而言，政治理论课是较易得分的科目，但又是极易被忽视的科目。许

多同学只是报个辅导班，看看讲义就走向了考场。当然，只要有基本的政治常识，及

格应该是没问题的。但仅仅是及格远远不够，决定初试成功与否的是总分的高低。对

于政治课，提高分数所需投入的时间远比其他三科要少，因此适宜作为与他人拉开差

距的突破点。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政治课高分主要基于理解，而非背诵。必备书目为

当年《大纲解析》与《考试分析》，前者所讲述内容应认真理解、记忆，用于复习客

观题；后者作为主观题的原理来源，多为权威、简洁的背诵素材。另外最好配备一本

习题集，以帮助理解并查漏补缺。马哲、政经两科较难，需花较多时间学习，在大纲

出版前可以先看教育部社政司的统编教材。 

2. 英语篇：考研英语高分依据的是英语实力，需要扎实的语法基础和词汇积累。英语这

门课程宜循序渐进，短时间内实现飞跃几不可能，最终大家差距也确实不大。基础较

好学生须保持实力，基础较差者则应加劲保证及格。但因考研与四、六级考试差异不

小，相当时间的针对性复习也不可或缺。我并未在英语上花太多精力，个人认为，以

下两点应当做好： 

(1) 从基础入手。英语切忌“眼光过高”。单词应先熟悉四、六级词汇（这些多为

考研中高频词汇，掌握这些考研阅读基本就没有障碍），全面复习已学语法知

识，为下一步突破长、难句奠定基础。事实上，很多复习中所遇到的困惑大多

是由于我们最基本的东西没有掌握或掌握的不好，当最简单的东西真正搞清楚

之后，其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2) 善于运用真题。真题是英语复习中最有价值的资料，其中的阅读理解至少应当

做 3—5 遍。练习过程中重点把握三点：一是长难句的理解，要逐渐习惯阅读

长难句，并能熟练判断其中包含的语法知识（如从句、倒装结构等）；二是认

真分析各选项，找出正确选项与原文相应表达的关系（多为同义句），分析常

见错误选项的类型和特征；三是熟记真题中常出现单词的多种汉语释义。 

3. 法学综合课篇：人大法学综合考试采取的是“六选五”的模式，题型均为主观题（包

括名词解释和简答题）。在人大法学考研中，综合课区分度最高，大家应该充分认识

其地位并花费相当的时间去复习这门课。由于综合课注重的是法学基本知识的考查，

因此并不需要额外的参考书，人大出版社的 21 世纪系列教材足矣。我个人觉得应注

意以下几个方面： 

(1) 立足基础，力求准确、全面。基础并不意味着大概，对于综合课各科具体概念

要理解准确，不可含糊。综合课考试阅卷大多严格按照采分点给分，且五科知

识十分繁多，这些因素决定了综合课分数普遍不高。因此在综合课上投入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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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并掌握正确的方法，即可与大多考生拉开差距。另外综合课考查内容

极其偶然，个人觉得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规律，也并未有严格意义上的重点，猜

题押题皆不可取。妥当的办法是复习中知识点的复习应力尽全面，一些边缘知

识也要有所了解（虽掌握程度不必很高）。这一点的认识得益于来胜老师的悉

心指导与启发，使我取得了 129 分的高分。 

(2) 注意概念体系中的点与面。有些同学可能认为，综合课就是死记硬背，拿别人

总结好的背背就成。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将别人总结的东西一股脑地全背

下来，几不可能，且极易混淆。我觉得综合课的复习应该立足课本，通过一个

学科的体系来理解其中各个知识点，把握各个基本概念和规则之间的内在联

系，这样一则可避免知识点的遗漏，二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记忆。有了理解

作为基础，第三阶段（11 月左右）的背诵也就顺理成章了。 

(3) 把握好时间。综合课上投入较多时间实有必要，但又不能走向另一极端，毕竟

它也仅是四科中的一科。五门课复习的总时间应略大于或大致等于专业课。 

4. 中国人民大学民商法篇：专业课的重要性不言自明。民商法內容極多，多數同學都會

在這一部分下大工夫，有的甚至花去大半部分时间。最后分数可能很高，但影响了其

它科目，最终名落孙山，实是可惜。而且专业课注重理解，并不太强调准确记忆，因

此答题标准也远没有综合课那么严格，只要经过正常复习，最终大家分数上的差距不

会很大。因此就民商法而言，我觉得并无必要将已经十分宽泛的复习范围再度扩展，

各科应下功夫主要学习一本教材，而不是去大量阅读专著、论文（当然不是说无阅读

价值，只是时间不够）。 

(1) 注重理论功底。专业课老师看重的并不是我们的精确记忆，而是我们对这门学

科的深入理解与发展潜力（这显然与综合课有别），因此学习过程中不但要理

解基本的概念，而且要有意识的加深我们的理论水平。平时应注意专业理念的

培养，学着用法律（特别是专业部门法）思维去考虑问题。来胜老师通过商法

重要理念的讲解使我对这门课的理解上了一个台阶。在试卷上反映出的这种思

维或理念是阅卷老师所愿意看到的。 

(2) 熟悉相关规范性法律文件。有同学误以为人大只关注理论，不涉及法条，事实

上理论与法律条文并非完全泾渭分明。来胜考研冲刺班民法老师的指导让我逐

渐认识到这一点，渐渐改变自己的思路，将理论分析与相应法条对应起来。事

实证明这种思路是正确的，今年试题中简答题“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侵权责任”

（《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 6 条）、“预售房登记效力”（《物权法》第 20

条关于预告登记的规定）、“浮动抵押”（《物权法》第 181 条的规定）、论述

题“无权处分的法律后果”（《合同法》第 51 条、《物权法》第 106 条等），我

对相关法条的熟悉使我回答上述问题时能较好发挥。 

(3) 关注学术前沿。掌握这门课的理论最新发展动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它。我

们并不需要对所有问题有多深的理解，只需把握这种趋势就行了。例如，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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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中国商事通则的制定”为去年商法学年会的重要内容，今年考查商法总

论的论述题就不足为奇了。中国民商法律网是个很好的窗口。 

(4) 主要参考书目：教材：《民法》（十五规划教材）王利明主编 人大出版社；《中

国物权法》王利明 尹飞 程啸著 人民法院出版社；《侵权行为法》杨立新著 中

国法制出版社；《商法》范健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公司法》赵旭东主编 高

等教育出版社。 

三、结束语 

  考研路上不可能一帆风顺，没有人是能随随便便成功的，只有历经“九九八十一难”，

才能最终“修成正果”。相信只要付出了，总有回报，只是我们是否真正愿意付出，能付出

多少。这看似简单，但这个世界上的道理总是懂的人很多，做的人却很少，当我们将心中

的信念真正付诸行动时，成功便唾手可得，而如果我们视之儿戏的话，生命总会以一个更

大的玩笑来予以回应。“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不管有多么艰难，我们所

能做的只是：铭记我们对自己的承诺，全力以赴。胜利的曙光就在不远处。 

最后，以来胜考研复试班老师的一句话与诸君共勉：“当你还在摇摇欲坠时，多少人

已经倒下”。祝各位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