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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 大 法 律 系 轉 學 考 財 法 組 榜 首 心 得 】

張 佑 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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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文

應該沒什麼人特別準備這科吧 ? 我高中國文作文沒什麼寫，這次分數也
還可以，拿個基本分就好了，當然要是作文好就多拿一點分數也比較保
險。

二、英文

基本上把考古題寫過與對過答案一遍，我覺得就可以了，李盛光那本台
大轉學考用書不錯，就是文法部分有時候解答有點簡略不過近幾年來台
大轉學考的英文都趨向簡單，而且考古題重複性高，像今年前幾題都是
老題目完全沒改直接掃過，我認為應該是台大想讓學生在專業科目決勝
負才如此做的吧。

三、民法總則

㈠ 這科我去年有補高點打基礎，今年則補了讀家民總的題庫班，在上
題庫班前，我則是在寒假左右把顏佑紘教授 ( 顏律師 ) 的那本 " 民法
總則體系建構 " 看完以及做完筆記，將那本的內容架構寫過一遍 ( 約
88 頁 A4 紙正反面 )，以及準備陳聰富教授各篇消滅時效的文章。

壹

貳

成績

各科準備

科目 108 年 109 年

國文 57 69

英文 76 90

民法總則 17 55

憲法 35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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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 補習班的部分，評價上我覺得高點打基礎是夠的，但是如果就 " 轉學
考 " 獨立準備，我覺得不足，尤其我真的無法忘懷去年民總被打 17
分的挫敗感，去年兩題都是德國民法的獨門暗器，真的懷疑到底是
不是出題範圍也包括德國民法典，今年的題目雖然比較平易近人，
但也有部分文章題，所幸是在我個人能力範圍內可以臨場發揮，不
至於在這邊落馬。

㈢ 而讀家，個人並沒有上正規班，就不評價了，單論題庫班，陳楓老師
也是台大轉學考的上岸者 , 其實聽其分析與個人心得，確實讓人蠻安
心的，尤其補充的老師見解，文章題也有提點一下，整體而言，這
種多準備的感覺，能讓我安心上考場。

㈣ 另外，王澤鑑教授那本法律思維與案例研習，我還蠻推薦的，讓你對
於民法的體系有更深刻的了解，值得一提的是，如果你對於解題目
的層次沒有感覺，王教授在那本後面有案例研習與解答，說真的，
考前把那些解答看完以及手寫一遍，讓我體認到了民法解題是能如
此的有序，記得如果要考轉學考看民總部分就好。

四、憲法

㈠ 這次的憲法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當天考完回想各科，其他科在作答
時，都有一種盡力的感覺，唯獨憲法讓我感到遺憾，今年的題目我
架構基本上正確，但有一題法條 的效力卻看錯了，將罰金誤以為罰
鍰，這種低級失誤，讓我原本以為憲法分數會雪崩，但或許是因為
案例事實比較極端，兩者涵攝相去不遠，讓我並沒有在這邊落馬。

㈡ 至於補習部分，去年有補過高點，今年補讀家，各有特色，以去年的
印象來說，韓律最驚豔的地方是憲法訴訟，但是關於基本權與權力
分立，基本上已經沒有太多印象，還是今年在讀家重新打底。

㈢ 說到讀家，我真的十分感謝鐘禾，台大公法組第二名的實力有目共
睹，在基本權的部分以及權力分立的部分花了絕大部分的篇幅來詳
細說明，尤其花了不少時間在這兩個部分 " 如何作答 "，獲益良多，
相信在上完課程後，基本權題型與權力分立題型是信手拈來，不過
憲法整體的三部分，若集中在權力分立與基本權；相對的在憲法訴
訟部分就只能輕描淡寫，算是美中唯一不足之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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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 然而個人認為，若二者若要比較，其實我覺得憲法訴訟比較容易上
手，基本權與權力分立實在是不容易自己消化，尤其需要細緻一點
的講解與解題操作分析最重要就是架構，鐘禾基本上就是將實務架
構體系化，讓解題得以有跡可循，而且其分析架構還蠻細緻的，但
或許因應現實的考試時間，其解答架構可以省略部分，相信一樣能
有效作答。

㈤ 最後，憲法這科很注重時事，請多 follow 有關憲政的時事並設想解
決之道，這次上鐘禾的課，都有大概回顧一下今年的憲政爭議，今
年的假新聞與監察權就是純時事題，另外關於時事的文章請也要看，
如月旦 292 期的假新聞文章，以及今年原本預定會有通姦罪的考題，
連鑑定書都有看，不過可惜並沒有考出來，總而言之，憲法時事性
很高，即使不看文章，也要多關注最近的憲政議題，有自己的想法。

五、其他

另外，以上這些想法純屬個人際遇的結論，事實上參加過今年台大轉學
考說明會後，就知道一個老師能有數種風評了，今年上台大的學生對於

參 專業科目用書 & 翻閱過的文章

老師們的評價也不盡相同，所以本文並非絕對，而是參考。
 一、民法總則

㈠ 顏律師 - 民法總則體系建構 ( 有整理成筆記 )
㈡ 王澤鑑 - 民法總則 & 法律思維與案例研習
㈢ 補習班講義
㈣ 陳聰富 - 消滅時效文章 ( 月旦雜誌 285 期與 300 期 )

二、憲法

㈠ 吳庚 - 憲法理論與政府體制
㈡ 補習班講義  ( 鐘禾的有整理成筆記 )
㈢ 憲法訴訟法及其立法理由 ( 建議去下載完整版的，高點的公法典立法

理由是簡略版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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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心得

㈣ 四人合著 - 憲法-權力分立
㈤ 植憲  憲法解題書
( 事實上憲法這科我看了蠻多文章的，但要列舉實在是太多，而且多數
都與考試並沒有 " 直接關聯 "，就姑且不談了，參考上面提到的就好 )

一路走來跌跌撞撞，從考完抑鬱寡歡 , 到放榜時榜首的不可置信 , 心情
宛若洗了三溫暖，然而到目前為止 , 鮮有雀躍不已的心情 , 更多的是驚訝與唐
突 , 事實上早已經習慣了原本的環境，如今又要再次適應新環境，還是有些
遲疑的，但是這也考驗著自己有沒有接受挑戰的能耐，如今取得這份資格，
走向了人生的一大轉捩點，期許自己能更加成熟與堅毅，也期許勇於付出接
受挑戰的各位能迎來理想的結局，謝謝。



8

2020 轉學考
- 考 取 經 驗 談 -

郝 守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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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成績

科目 台灣大學 政治大學 東吳大學

國文 60 44 -

英文 78 80 92

民法總則 74 52 60

憲法 46 - 66

刑法 - 59 -

結果 備取一 正取二 正取四

貳 背景

輔大法律應屆轉上。去年五月學測放榜後和指考模擬考後發現自己數學
應該是徹底沒救了，就開始尋找有沒有不用數學也能進前段學校的方法，於
是發現了轉學考這種不用數學也能擠身台政的管道，也因此大概從去年 6 月
開始就有在緩緩地備考了。

參 各科準備

一、書單

㈠ 民總
1. 王澤鑑 - 民法總則
 這本在民法界的地位應該不用多講了吧，把這本徹底讀懂民法底

子就會相當雄厚，更甚者台大有一年直接出裡面的題目。不過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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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已經有一段時間未改版所以有些觀念並未更新、補充，然後用
字略顯艱澀，至少我一開始準備時看到裡面寫什麼權利的鬥爭是
完全沒頭緒啦。

2. 陳聰富 - 民法總則
 這本主要補充了王師書中未完全闡明的問題，例如習慣法的定義、

無權利能力社團以及雙方動機錯誤等等。
3. 言律師與宗律師的民法總則體系與實例演習 / 苗星 3Q 民法總則解

題書
 這兩本書都非常完整的把各種出題模式應該用什麼模式作答都寫

了出來，但後者跳過了一些基本定義申論題的部分，以目前轉學
考越來越常出現申論題的出題模式來看稍嫌不足，不過在法律行
為以及代理的章節我覺得後者論述的篇幅比前者細膩。

4. 讀家補習班 - 陳楓的上課講義
 講到民法就不得不提一下陳楓老師，不愧是台大法研、律師司法

官都三榜有名的神人，能夠把極度抽象的民法概念用淺顯易懂的
白話文講解明白，拯救了我原本是風雨飄搖的代理章節，也很難
得會完整地把消滅時效講解完畢，也命中了今年政大的出題。然
後老師自己也是轉學考的過來人，對台大的出題模式也有相當的
掌握。

㈡ 刑總
1. 有認真看很多遍的 :
 ⑴ 林鈺雄 - 新刑法總則 
 ⑵ 王皇玉 - 刑法總則
 這兩本我自己是覺得挑一本自己順眼的就好了，在主要議題上論

述都相差不遠，然後林鈺雄書上案件命名有的很好笑，還有拿荊
軻刺秦王改編的案件。

2. 榮律 - 透明的刑法體系書
 這本書可以說是把我從學閥割據的刑法地獄裡面拯救了出來，極

度推薦。說真的如果是只考東吳輔大世新等學校的考生甚至可以
只看這本就足夠應付絕大部分的題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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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讀家補習班 - 楊過的上課講義
 因為我原本學校的刑法老師的教法真的背離常規太多 ( 大概就是

花了一個學期講甚麼新康德二元方法論以及從封建到現代的犯罪
觀演變 ...)，因此我刑法很長一段時間基本上是半荒廢狀態，幾乎
都是靠自己念教科書。可以說是楊過老師建立起了我的刑法架構，
不論是上課還是講義內容都淺顯易懂，也會補充學者自己的見解。
特別是因為楊過老師也是政大的轉學生，他也會特別補充政大非
常奇妙的題目 ( 可以看一下 108 政大刑法題目就知道甚麼叫奇葩 )

4. 有去圖書館大概看過的 :
 ⑴ 黃榮堅 - 基礎刑法學
 ⑵ 陳子平 - 刑法總論
 前者是想看一下二階論的架構，因為二階論處理容許構成要件錯

誤比較簡單，懶人如我就跑去看二階層的體系了，看了後還另外
發現若能在考試上一併寫出黃榮堅教授所採的主觀論的看法可以
增加很多論述的篇幅、深度；後者就只是補充一下日派見解。

㈢ 憲法
1. 有認真看很多遍的 :
 ⑴ 植憲 - 憲法解題概念操作
 這一套磚頭書我是拿來打底用的，很扎實地從憲法的基本觀念開

始講起，不過自己覺得如果對公法沒有熱忱要確確實實看完這兩
本磚頭書難度應該是挺高的。

2. 歐律師 - 憲法爭點解讀
 這本書真的是神書，不僅篇幅不像植憲一般又臭又長也有把熱門

爭點完整帶過，不過相對的當然就是冷門考點像地方自治等章節
論述篇幅不如植憲一般完整。

3. 許宗力 - 法與國家權力 1、2
 這應該已經超出大一會接觸到的範圍了，不過如果能把這本論文

集看熟對基本權的掌握會熟悉非常多。( 不過還是有可能和我一樣
被權力分立各論突襲到那題直接空白送 50 分啦 ...)

4. 讀家補習班 - 鍾禾上課講義 / 築夢 - 康律師上課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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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時間安排和地點上的關係所以自己還有在別的地方上課，總
結下來雙方實力在伯仲之間，對於公法都有自己的建樹，但在上
課步調上我覺得前者較適合無基礎的人打底。

 國文、英文都是吃高中的老本沒有特別準備，政大國文我甚至還
填錯格少了選擇題 20 分。

二、準備方法

㈠ 總論
 題目一定要練習，不一定要限定在轉學考的題目，三等、四等甚至

司律、法研和各校期中期末題目都可以，最重要的是能夠透過寫題
目知道自己的盲點在哪以及建立起自己的解題架構。

 至於獨門暗器跟文章題的部分，個人覺得有必要花時間賭出題老師
是誰 然後看他近兩年內有發過的文章，尤其台政北最喜歡出文章題，
如果法感沒有完全培養起來，沒有妥適且沒有漏洞的個人見解，那
麼是很需要文章的標準答案的。

 就讀書計畫的部分我個人是沒安排啦，一直都蠻隨心所欲的，大概
就是開始讀之前會先快速在腦海裡瀏覽一下概念，如果有哪裡模糊
的就會從那裏開始讀。

 最後要奉勸大家真的不要鐵齒覺得哪裡很少考就放著不管，往往覺
得不會出題的領域真的都會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考出來。像我準備
憲法時就把重心都投入在基本權領域，權力分立我只有碰總論和各
論的總統、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部分完全擺爛，結果今年
台大就考了 50 分的監察院權力分立而我完全空白 :)

㈡ 民 / 刑總
 這兩科我必須先說：千萬、千萬、千萬、千萬、不要一本書主義。

可以先把一本書讀熟來建立體系，但是千萬不要只仰賴一本書，一
定要去看別的大師的著作。

 刑法就不講了，看看北大和政大這兩間很有個性的學校常常都出獨
門見解的題目，如果不知道出題者的見解又沒辦法透過論述多方學
說來增加深度湊個筆墨分就只能嘗到吃屎的滋味。就連民法這種看
法相對單一的學門再轉學考上近來也更加頻繁地出現刁鑽的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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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 104 台大申論物權習慣法定義以及能否以習慣法創設物權、106
政大要以通說和少數有力說申論習慣法以及 109 台大申論民法 71 條
的概念，如果只看王澤鑑的書看到這種題目基本上也只能體會吃屎
的滋味。

 再來就是民法的請求權基礎和刑法的犯罪階層體系一定要弄到很熟。
至少在轉學考範圍內這兩項都各別貫通民 / 刑法的任督二脈。若沒徹
底弄懂就算能寫出爭點在哪也很難確實地在考卷上無誤地寫出來。

 三段論法的部分我個人認為也是必須要弄熟，但考試時可以不必墨
守成規的死抱著三段論法不放，不然遇到爭點繁雜的科目絕對會寫
不完。像行為能力那種簡單的就稍稍以類似 19 歲甲依民法 13 條 2
項為限制行為能力這種點到即止的寫法帶過就好。

 然後民法法條一定要背，法人的細項以及債編 167-171 條也要，刑
法的部分至少 1-31 條以及沒收的部分要背。

 考北大的也別忘了看一句到位。
㈢ 憲法
 憲法這科和民 / 刑法準備有些不同，非常仰賴實務見解也就是釋字來

建立架構，然後憲法這科是我唯一有另外自己做重點整理的科目，
不自己整理的話實在是龐雜到難以自持。

 就基本權的部分我自己是整理成程序上也就是違憲審查體系以及實
體上也就是基本權總論和各論，也都會標記相對應的釋字、憲法條
文、司法院大審法以及憲法訴訟法條文等。不厭其煩地再說一次 :
釋字和條文一定要和相對應的概念連結起來，像看到言論自由的定
義就要想到 509 號釋字、看到言論自由的事前審查就要想到 414、
744、756 三個釋字等，因為憲法實在太過於抽象，作答時沒有引出
實際條文和實務見解來當依據看起來只會像是在講屁話。

 然後強烈建議審查時用美派模式審查，因為德派審查密度是要求立
法者舉證的程度，在考試上基本上是欠缺操作的可能。

 權力分立的部分就先略過，因為完全沒準備。但還是真的奉勸大家
不要因為時間不夠就跳過權力分立。

 然後要多注意時事，台大憲法每年都會把時事融入考題，像今年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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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考監察院的爭議，不過我賭錯賭到 791 號解釋 ...。至於文章的部
分倒是還好，看一下台大當年出的憲法回顧足以。

㈣ 共同科目
 雖然我國英都吃高中老本沒特別準備，但還是建議大家別放著不管，

特別是英文。畢竟轉學考前面那一批人的專業科目分數差距可能都
只有個位數，這時候英文反而才是決勝的關鍵。

肆 其他心得

首先說一下心態的培養，最重要的就是要接受自己會失敗。
我承認我非常幸運，就算考試時填錯格出了包仍然上了政大，身邊也不

乏考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卻仍然落榜的人，當時我政大考完發現自己填錯格時
就有開始考慮明年要不要再挑戰一次。

從錄取率講，政大今年 297 人搶 2 個名額，錄取率約 0.66% 左右，約為
司法官錄取率的 2/3，就算是最高的台大也只是 2.5% 左右，仍遠低於律師錄
取率 5%。或許有人會說轉學考砲灰很多，但我也認識其他前段學校如北、
成、中正等學校學生也在準備轉學考，甚至台、政其他科系也會來考。

總體而言，轉考仍然是非常殘酷的考場。錄取率極低、出題模式不固定
加上不乏強者競爭也使這考試的射倖程度極大的提升，我也不敢說我在法學
上的造詣就比備取或者落榜的人高上一截，像政大備取 2 甚至是我落榜的台
大的正取，我只敢說我寫出來的東西剛好是政大教授想看的答案。

因此，最重要的一課就是要接受自己會失敗，而這失敗也只不過是在轉
學考這種高度射倖的考試上發生而已，並不代表在改題相對嚴謹許多的國考
中也會失敗。

再來是時間調度。我自己是大概就是每天讀 3、4 個小時左右，但這是
不管怎樣都會達成的時間，這一路下來唯一沒堅持讀到的大概就只有年初得
腸胃炎休息 4 天而已。與其要求自己達到一個難以企及的目標然後隔三差五
就找理由搪塞過去不如定下一個強度沒那麼高卻能夠持之以恆的目標。

最後就是要學會如何面對質疑，這點相信有和同學透漏過轉學考念頭的
人一定有體會過，特別是中後段的學校。最壞的情況甚至是還必須要在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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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後在同一間學校繼續面對那群人的訕笑。這一路上我也曾經懷疑過自己究
竟有沒有能力去考上，還是就是只能屈就在原本的學校，但也是一群和我很
好很好的朋友一直鼓勵我讓我走完這條艱辛的路。儘管考上後仍然從朋友那
得知原本的同學仍然有質疑、譏笑的聲音，不過轉念一想，往後自己的圈子
大概也不會和那些不知進取的人有所交集，也就不足掛念了。

只要啟航，儘管中間繞了些路，最終仍然會上岸的。不論是備考或是人
生，真正的失敗永遠都是放棄。這句話也許從小到大已經聽到不厭其煩，但
是榜上有名的那刻，除了懸著的心終於落了下來外，就是這個了。

最後給大家一句尼采的話 :「一個人知道自己為什麼而活，就可以忍受
任何一種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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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轉學考
- 考 取 經 驗 談 -

林 穎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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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貳

參

背景

準備的過程

刑法分則準備方法

高中時因為愛玩，國文、英文考不太好，而進入中原大學財法系，當時
一直心念著台北大學 ( 因為很喜歡北大法學院的氣派感跟校園 )，但進了中原，
大一大二也沒有好好讀書，甚至還有被當 ( 就知道多混了 )，直到二下時候開
始發憤圖強，花了一年的時間償還前兩年的債，確實也在這一年的時間，實
力增進不少。

我個人在準備考試上，不管是大大小小考試都只把東西看熟，不背誦 ( 個
人非常討厭背誦 )，主要是深入了解，知悉各方學說的出發點跟思考邏輯。
我承認，這樣的準備方式，或許很耗時間，但是一旦了解就比較不會忘記，
這方法是長遠的準備方式，在國家考試這條長遠的馬拉松比賽中，或許很適
合，轉學考則見仁見智 。

一、輸入 ( 閱讀 )

刑分準備，初期是以快速閱覽盧映潔的刑法分則新論及撲馬的刑法分
則，對於刑法大致能描繪其粗淺輪廓，撲馬老師的書批評實務見解大多
一針見血，且整本書並不會用艱澀難懂的用語，能夠快速清楚老師所欲
表達。而為了避免有遺漏爭點，還有閱讀周易的刑法爭點地圖，用很清
晰的方式把實務見解及學說見解臚列出，書中的老師文章，大多都有列
印出來將其閱畢。
中後期則是閱讀許澤天老師的刑法分則上、下，雖然離考試將近兩個
月，似不應再從教科書看起，但我反而認為，在爭點及具備基礎的情況
下，多看一些新穎的見解無不可，這本書的說理及對各家的批評非常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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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債總準備方法

富，還會提出自己新穎的想法及立法論，且體系從一而終，文中也多列
出德國學說、德國實務、與我國實務的比較，提出建議及改正方針。

二、輸出 ( 寫題目 )

離考試近兩個月，將近五年考古題花了一週時間寫畢，並且重複思索有
何地方是可以寫得再更順暢、用字更優美的，或是整體架構有無差錯，
不斷的對自己寫出來的考卷會閱讀個三遍後，交給楊過老師批改，楊過
老師非常有耐心，對於我的考卷一字一字地看，有何錯誤或建議都馬上
提出，也都謹記在心，趁記憶猶新的隔天馬上更改，將五年的考古題重
新練習一次，有錯誤要牢記，不得有「同樣的錯犯第二次」的情形，因
為我們時時刻刻都在犯錯，得把時間耗費在修正新的錯誤上。

一、輸入 ( 閱讀 )

初期以張志朋的民法債編 I 作為打底書，內容易懂，清楚的理解爭點及
各派學說，把整本先快速閱覽完兩次之後，對於書的內容大致了解八成
至九成。有了底子再開始看教科書，教科書的部分因為我個人不是崇尚

「一本書主義」，而是尋找各個老師的書，有時候看到書中的引註文章，
如果時間允許，大多會將文章直接印下來看，畢竟書中僅是引用「結論」
或極少部分的說理，若能把文章親自閱覽一次，即可明白學者的出發點
及推理過程，這也呼應我個人的準備方式，就是深入了解，而不花時間
在背誦。
中期因為歷經很多教科書的洗禮，「為什麼會有這個爭點」，「對爭點
的各方論點」，「各論點之利弊」，也就是要達到「知其然也知其所以
然」，此時看太多書，或許或有點混亂。但想起陳楓老師所說，在閱讀
爭點時，要先釐清這個爭點應置於何處，也就是在討論什麼構成要件的
什麼詞彙，或法律效果，此步驟必定不可忽略，避免見樹不見林。
後期則是先把張璐的債法題型破解，每題均練習思考流程，練習一題加
上看題目只給自己兩分鐘的時間，必須把爭點確實找到，及列出粗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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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題架構。
為了再把爭點熟悉，把賴川的財產法爭點地圖閱覽一次，複習爭點，書
內的體系圖表，加強概念記憶，嘗試自己畫出，並思索各爭點位於何處。
最後則是閱讀王澤鑑老師的法律思維與案例研析，民法不外乎就是在考
請求權基礎，這本書以案例，附上解題圖表，解題，對於正值準備轉學
考後期的考生來說，絕對是一本天書，將已存在腦海中的中的爭點，搭
配著賴川的財產法爭點地圖，像散亂四處的拼圖， 逐漸拼湊成一幅完整
的圖。

二、輸出 ( 寫題目 )

與刑分差不多時期練習題目，一天寫刑分，一天寫債總，兩天將考古題
寫完，因為覺得自己實力肯定還是不足，快速的把題目寫完，盡早認知
考試重點，在此上多下工夫，避免把時間耗費在不必要的地方。
第一次寫題目的時候有點慌張，題目寫起來並無把握，不確定方向是否
正確，甚至有些題目不知道如何下手，所以在第一次寫題目的時候碰上
了蠻大的挫折，所以會趁下課的時候跑去問陳楓老師，老師會明白地給
我方向，或者與我一起討論可能考點埋藏在何處，答案撰寫次序。在這
邊真的要謝謝陳楓老師不厭其煩的教導，非常感激。

伍 以下列出閱讀過的書單

一、刑法分則：

㈠ 盧映潔 - 刑法分則新論
㈡ 周易刑 - 法爭點地圖
㈢ 刑法判解評析
㈣ 許則天 - 刑法分則上、下
㈤ 撲馬刑法分則 Q
㈥ 易台大考點式刑法一本通

二、債編總論：

㈠ 楊芳賢 - 民法債編總論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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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 王澤鑑 - 不當得利
㈢ 王澤鑑 - 損害賠償
㈣ 王澤鑑 - 法律思維與案例研習
㈤ 陳自強 - 違約責任與契約解消
㈥ 陳自強 - 契約違反及履行請求
㈦ 孫森焱 - 民法債編總論 上
㈧ 黃茂榮 - 法學方法與現代民法
㈨ 張璐 - 債法題型破解
㈩ 林政豪 - 民法債編解題書
q賴川 財產法爭點地圖

在轉學考路上，坦白講有點枯燥，卻又讓人興奮，枯燥的是每天都在作
相同的事情，時間不是跟女友吃飯就是在圖書館，就好像一個在工廠的工人，
反覆的做。好險自己在大二時燃起對法律的興趣，把讀書當成興趣，有時候
睡前的無聊之際，也會想說再多看幾頁書吧，就把書拿取出來翻閱數十頁後
即睡覺，久而久之，其業已納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興奮的是，想到
以後在自己夢寐以求的學校就讀，難免充滿悸動，這也是不斷促進我讀書的
動力。轉學考相較於國考而言較短，須要持之以恆的努力，「每天」都很重要，
保持自己看書的習慣，不管是白天或晚上，找到自己最舒服的方式就好，不
要硬逼自己每天七點起床，那反而是無效率的。

能有幸考上北大法律，要謝謝的人真的太多了，謝謝陪我吃飯的圖書館
夥伴，謝謝讀家補習班的楊過老師還精心準備考前猜題 ( 這份考猜有夠準 )，
有考試資訊能幫助到我的都會告訴我，晚上遇到不太清楚的問題直接 LINE
老師，老師也會在很快速的時間耐心回覆，對於這次上榜，貢獻甚鉅。也謝
謝陳楓老師，果然是民商法神人，感覺什麼都會，能讓我在債總這廣大的海
域引領我前進。

最後要謝謝我的女友，忍受我這個每天都帶一本書的書呆子，在這一路
上走來，扮演我的精神支柱，由衷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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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轉學考
- 考 取 經 驗 談 -

吳 昭 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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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今年東吳法轉大三正一的同學，那這篇上榜經驗談是受非
常照顧我的讀家的大家長Ｇ哥的邀約而誕生的，在一開始呢，要不免俗的感
謝我的父母、陳楓老師、楊過老師和鍾禾老師、在讀家轉考班一起奮鬥的同
學們，以及Ｇ哥和讀家補習班全體工作同仁，沒有各位的存在，就沒有現在
榜上有名的我。

  基本上，我個人認為會想要嘗試轉學這個管道的同學們呢，不管是基於
什麼樣的理由，應該都是對自己有一定的期許或抱負。那我在這邊也向大家
分享一下我的一些心得：

  很多人對法律的既定印象就是背背背背背，真正進入到法律系開始念的
時候，也還是這麼認為，就同一個問題的處理，常常有甲說、乙說、丙說…
一堆說搞得大家頭昏腦脹，但為了考試，又只好死記硬背，但考試結果又不
如理想。

我不否認在法律這門科系確實不乏許多記憶性的事務，但其實這些東西
都是有一定的脈絡可循，而且，法律的考試，是在測驗學生們能不能從題目
給的案例事實中，找出癥結點，並對該癥結點提出自己的看法，例如：為何
學生（自己）採甲說，因為適用的結果比較合理、至於不採其他說的原因，
學生（自己）認為他們各有所缺失（分別敘述）。換句話說，學生自己的想法
才是老師們關切的重點，並透過你對各種說法的評析以及你最後的結論來檢
視你是否真的理解，而非不明所以的將學說理論通通搬上試卷，老師是會很
感冒的，甚至連筆墨分數都不想給你，畢竟，你回答的根本不是老師想看到
的答案。

所以在學習法律的過程中千萬不要迷失在各說的汪洋之中，我的建議是
先挑一本學者寫的教科書，通過閱讀，將內容稍微的熟悉過後，再去買一本
整理各家學說的參考書，以自己讀過的教科書為底，再藉由參考書去比較各
家學說對同一個問題的不同詮釋，並得出一個最能說服你自己的看法，往後
在作答時，碰到此問題時，就將這個最能說服你的看法呈現在考卷上給老師
看，即便你的看法可能會與老師有所出入，還是能夠獲得漂亮的分數（不過
如果能視各校老師的見解，並適當地投其所好，定能增加上榜的機會，而這
就必須靠平時的努力，以及事前的準備了。但來讀家上課的話，就有老師的
大腿可以抱啦！讀家的老師們都會幫同學將各校老師的見解整理好並在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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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課橋段做補充）。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學習法律時，有兩點必須並重，一為知識的輸入，

也就是將書上的內容理解消化，轉換成自己的知識、二為知識的輸出，通過
文字的表達將你所會的東西呈現給閱卷者看。因為我發現，從理解到能動筆
寫出來，其實還有很長的一段距離，你可能已經把教科書、參考書念得滾瓜
爛熟，但常常會有一種，我懂但不知道如何下筆的一種過程，或是看不出題
目想測驗的地方在哪裡。

要克服這點只能透過解題書的提點，讓我們能參考之外，剩餘的就是透
過反覆不斷的練習題目，在一次又一次的練習之中，培養爭點意識與自己的
解題架構，若情況允許也都是可以請老師們幫忙批改修正，在考試的前一個
月，就是瘋狂寫題、瘋狂修正到最好。說白一點，我們今天是要考試，而不
是做學問，你會的再多，你寫不出來，老師也不會知道你懂的很多，而我雖
然懂的比你少，但我會寫會表達，最後微笑的是我不是你，講起來雖然有點
功利主義，但在現實中確是如此。至於，在念書的時候，像我如果有在書上
看到有不錯的文句，也可以準備一本筆記，將其記錄下來，往後在寫題目時，
就有素材可讓我在答案紙上發揮。
◎在這邊分享一下我的書單：
一、民法總則：

㈠ 教科書：施啟揚老師（用字淺白，適合初學）
 王澤鑑老師（法律人人手一本，堪稱法學界必讀的聖經，但

適合對民總已有基本認識）
㈡ 參考書：民法總則體系建構 顏律師著
㈢ 解題書：民法總則 老師解題 施宇宸著
 這是一本民法總則解題書 林政豪律師著

二、刑法總則：

㈠ 教科書：王皇玉老師（用字淺白，適合初學）
 林鈺雄老師（難度適中）
㈡ 參考書：圖說式刑法總則 易律師著（特推 附有許多案例幫助思考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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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 解題書：沒有最推薦的一本，有需要時，可以自己去書店挑挑看，要
基礎版型的話可以參考這是一本刑法總則解題書（基礎篇） 
大、小百合著

 還有老師們的正課講義、總複習講義，以及法學期刊上各校老師就不同
議題的文章作補充。
那想轉入法律這門科系的話，比起自己一人隻身面對龐雜的法學叢林，

找一個合適的轉考補習班來輔助各位的學習，我想這會是一個明智的選擇。
就市面上的轉考輔考單位以及我個人的經驗來說，我最為推薦的是讀家的轉
考班（雖說當初是有點算陰錯陽差的被 G 哥帶進來 XD），首先、相較於其他
轉考補習班，讀家的轉考班制相對小班，老師們能顧及班上每個同學的狀況
（這也正是第一次接觸法科的同學所需要的，畢竟是大家都是初入法律殿堂
之人，而且每個人的程度也不一樣），而且如果學生們有疑問的話，老師們在
下課後也都會留下來幫各位同學解惑，又如果學生有練習題目，老師們也是
會不厭其煩的幫忙批改、並給予建議好讓我們做修正（這點是其他家轉考班
做不到，也是我認為最具價值的，由於其他家上課的人數較多，再加上授課
的教師也有律師的本職要做，是不太有機會請他們看我們考生的考卷的，像
我就曾有練習了題目卻沒人能幫忙看的窘境，沒有人幫忙看的話，只靠自己
是永遠看不出自己哪裡有問題的）。再者，像陳楓老師跟楊過老師他們本身也
曾是成功上榜的轉考生，他們也會在課餘時間不藏私地跟我們分享他們過去
的一些經驗，而且也比較了解各校老師的見解以及出題的趨勢，使我們在準
備上能更有方向。此外，我們學生跟老師之間的私交也都很好，三位老師跟
我們就像朋友一樣，幾乎沒有什麼隔閡。

  不可諱言的是，就我曾待過其他轉考補習班的經驗相比，讀家的三位老
師的經驗可能沒有像其他轉考補習班的老牌老師那麼豐富，但就教學的品質
給我的感覺是不分軒輊，甚至有有過之而無不及的。而且，三位老師的學歷
也是相當的亮眼。最重要的是，那種亦師亦友的感覺，更是無可取代的。

  附帶一提，在專業科目的學習，不容馬虎，是毋庸置疑，但共同科目的
學習，也不可以懈怠，尤其是英文。當大家的專業科目不分軒輊之時，共同
科目往往就會成為決勝的分水嶺。還有也不要把身邊同樣在準備同一間學校
轉考的同學視為敵人，老死不相往來。雖然，彼此之間是處於競爭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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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時也是最佳的戰友，像我在準備的過程中就受了同學不少的幫助，例如：
跟同學借書來看、請同學幫忙印資料等等…透過一起學習後，能夠相互砥礪，
然後一起進步、一起成長。但說到底，最重要的還是自己的狀態要調整好，
不管是生理或是心理上，都要處於良好的狀態，才能在遇到瓶頸或挫折時仍
能調適身心，已繼續面對名額甚少、競爭激烈的轉學考試。

  最後，要跟有心想考法律轉學考的大家說一聲：「法律是條不歸路。」
一但上了法律這艘賊船 XD，就得做好相應的心理準備（有念不完的書 & 考
不完的試）。但如果你 / 妳像我一樣是真的對法律有興趣和熱忱，也對自己有
更高的期許的話，這些都不會是問題，就靜下心來用心去準備，堅持到底，
無論最後結果會是如何，用心走過的路一定不會是白費功夫，上天定會給你
/ 妳一個最好的安排，愚在此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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