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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58/2021_2022__E5_AD_A6

_E4_B9_A0_E7_BB_8F_E9_c67_158615.htm 《民法》是自学考

试法律专业中最重要、最复杂、最难过的一门。常言道：得

民法者得天下。在学习上，对此，我深有感触。在三年前的

自学考试 中，《民法通则》考了87分，我的学习经验就是：

在复习中，掌握学习方法，想尽一切办法把厚厚的一本《民

法通则》教材学薄。 把握理论体系 学习任何一门学科，都要

把握住整本书的理论体系，然后串成串，这种体系性地把握

知识，可以减少记忆量，便于了解知识之间的内在结构，明

确每个知识点在整个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学习《民法通则

》更需如此。也许很多考生会觉得民事法律理论所包含的具

体民事制度较多，互无联系，又缺乏系统性。但这只是表面

现象，其实，民事法律理论中的各项民事制度绝非一盘散沙

，彼此间存在着内在联系，并有较强的系统性的。我是用民

事法律关系将民法所包含的各项民事制度串联成一个整体。

因为每项民事活动都表现为具体的民事法律关系，进而均通

过其主体、客体和内容以及相应的民事法律事实来表现该民

事活动的具体内容。 相关阅读：《公共关系学》：剖析五年

考卷特点 《公共关系学》是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企业管理

、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国际贸易、行政管理、广告、

文秘等专业必修的专业基础课...[阅读全文] 关键点串知识 平

时学习要具体全面，学习时要针对细节有重点地进行。如在

复习婚姻继承这一章节的时候，我挑出了这样几个关键词：

婚姻的生效条件；无效婚姻、可撤销婚姻；夫妻财产；离婚



标准；离婚的限制。这就是所谓的“点”。而对于继承法中

的内容，可以找一条时间的主线， 例如：确定死亡时间确定

遗产确定遗嘱遗赠或遗嘱继承。 联想理解记忆 民法中，相近

的概念太多了，有些理解起来也比较困难。这时我就采用联

想和理解的方法，因为民法中所规定的各项民事法律制度，

它们之间都具有内在的客观联系。我们要做的就是想方设法

地记住它们。比如：看见合同的成立，我就会想合同的生效

、合同的履行、合同的保全、合同的解除、违约责任、买卖

合同中的风险负担等一系列问题。这样，知识就不是独立的

了。 在记忆的时候，还要对知识点进行记忆前的理解，理解

是记忆的基础。对民法教科书中一般阐述性的内容，关键在

于理解和领会，而不必逐字逐句死记硬背。 学习讲求“两性

” 民法中的法律条文特别多，哪些该记，哪些只需了解就可

以了，这其中有个灵活掌握的问题。这时我们可以研究一下

《考试大纲》所列的各种考试题型，分析其出题特点，把握

相应的答题要领。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予以重点复习。 

比如做案例分析题。此种题型主要是考查考生运用民法知识

处理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在答题时，可以按照这样的步骤

： 首先：从案例的事实陈述中，寻找其中所涉及的民事法律

关系； 其次：是确定案例中的民事法律关系是如何产生、变

更或消灭的； 第三：步是确定构成该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

客体和内容是什么；第四步是确定民事法律事实和民事法律

关系是否合法； 最后：是确定侵权或违约的责任等。 总的来

说，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就是既要准确把握民事法律条文

规定的法律标准和民法理论的观点，又能够在解答具体问题

时灵活地运用有关的民法理论，将其融会贯通，达到举一反



三的效果。在答题的时候，也尽量要联系题中的具体案例，

条文与案例相结合，有理有据，我想做到这些，再挑剔的判

卷老师也挑不出毛病。 相关阅读：自学《毛泽东思想概论》

的宜和忌 《毛泽东思想概论》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一门必

修的公共政治理论课。其时间跨度大，涉及中国近代以来至

改革开放前的革命和建设历程，内容极为丰富，涵盖政治、

经济、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

党的建设等方面的内容...[阅读全文] 总之，自考朋友们，要

想在考试中得到高分，掌握科学的复习方法和答题技巧比争

分夺秒、死记硬背更能够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题海战术

”只能是掌握题型以及答题技巧的一种途径，如果陷入题海

之中，放松对基本概念、基本制度和基本理论的掌握只能是

本末倒置。相反，如果你掌握了复习方法和答题技巧，相信

每名考生都可以运筹帷幄，旗开得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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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