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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A1_95_E8_80_83_E8_c80_115868.htm 一、书写问题 在法硕

考试中，书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简答、论述等需要我

们大量书写的题目占了很大比重（基础课大约90分、综合课

约70分）。然而，很多考生对这个问题并没有足够重视。 我

们平时复习大多只是在“看”书，偶尔在书上勾画一下重点

，或者顶多写个提纲，很少有动笔写字的机会。这样书写练

习不够，到了考场上就很难应付那么多的简答、论述题。我

以前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以致在考场上乱了方寸，写得龙

飞凤舞、乱七八糟。可以想象，阅卷老师看到一张潦草、凌

乱的试卷是什么心情。 对于书写问题，我有以下几点建议。 

首先，写字速度要加快。 由于题量非常大，我在考试过程中

感到非常紧张，每道题的思考时间很少，一般都是有了个思

路就开始下笔，边写边想。即便如此，专业课都是临近交卷

才能写完。所以平时要注意加快速度，以免到考试时慌张。 

第二，字迹要工整。 字写得赏心悦目，肯定是有优势的；但

现在复习时间紧张，想抽空练字可能不现实，那我们起码要

做到写得工整。不一定每个字都写成正楷，但千万不能让老

师难以辨认。 第三，要有章法。 比如我们做简答题，要先写

出概念，然后在下面列出1、2、3等小标题，把每个要点写上

以后再分别解释两句。做案例题时先将罪名写出来，再做解

释。至少要从视觉上做到条理清晰、段落明确，还要注意突

出要点，这样方便阅卷老师阅卷。因为文科考试是按“点”

给分，我们就要把这些“点”突出出来，分出段落和标题，



绝不能写成一大片让老师自己去挑。 最后，要注意使用“法

言法语”。 比如，我们要说某人构成了某罪，而最好不要说

某人犯了某罪。更不要用“大白话”作答。当然，这些法律

语言的运用也是建立在大量背诵的基础上的。 为了解决书写

问题，我们平时复习一定要多动笔，不能只看不写。书写问

题要靠长期准备，每天都要保证写上几百字，写的时候就当

是自己在答题，力求快速工整。比如可以默写当天复习的知

识点，一来检验学习效果，二来练手。 书写还可以发现一些

平时没有注意到的问题，比如交通肇事罪，平时背书都没有

问题，但一下笔可能就发现“肇”字不会写了。还有一些法

律术语，比如抗辩权，平时也都知道，但一写就怀疑了：是

“辩”还是“辨”？而这样的错误到了考卷上将是相当严重

的。 至于那些“法言法语”就更是要长期练习使用才能变成

逐渐变成自己的习惯用语。 二、培养法律思维 学习法律就要

培养法律思维，“像法律家一样思考”。所以，平时我们遇

见事情都可以刻意地从法律角度进行分析。比如，我们乘坐

公交车或出租车时就可以考虑：为什么法律规定这些公共交

通工具不能拒载乘客？不是说合同双方平等协商，不能强买

强卖吗？那公交车为什么就不能有自己的选择权？ 这就是因

为这些公交公司与某一个个人相比都是非常强大的，如果他

一旦做出拒载的决定必然使人们处于无法正常出行的境地，

严重损害个人的利益。那么法律作为社会关系的调节器就要

加重公交公司的义务，让他不得拒载，从而保护了个人利益

。 类似的还有，看到大楼上或者电梯里的广告牌，我们就可

以联想到建筑物区分所有权，问问业主是否授权了发布广告

的行为并且是否受益了。 这样的思考不一定就得出正确答案



，甚至有的问题可能也没有意义，但是我们刻意练习后就会

发现自己知识上的盲点。平时看书自己觉得挺明白的地方一

联系实际就蒙了，于是要回头再看书理解，这样复习也就更

深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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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