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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E_8B_E8_87_AA_E5_c67_159072.htm 三、解答案例分析类

型题的方法 解题技能的积累有赖于考生平时不断的学习和练

习，属于考场之外的功夫。而解答方法具有临时应对的特点

，属于考场实战的功夫。在这一部分，笔者将针对案例分析

类型题为考生归纳一套解题方法。这套方法具有普遍适用的

特点，可以适用于各门法律考试中。但是笔者并不赞成把它

完全作为应试技巧，而是希望考生在平时练习的时候也多加

运用，久而久之形成分析问题的习惯性做法。这样即便在考

场中碰到更有难度的问题也能应付自如。 1、准备工作：把

应试心态调整到最佳。不管采取何种形式，案例分析类型题

的出现意味着一场艰苦战。考生在碰到它的时候不要过于着

急，心态越急越容易在阅读信息的时候发生遗漏、错误阅读

等不该出现的情况。考生应当以正确的心态对待它。首先要

做多遍阅读的准备，直至把题意看懂；其次要用心看，不要

受无关事项的干扰而影响阅读。 2、初步工作：采取自己熟

悉的方法排除无关信息。案例分析类型题目中必然包含一些

与解题无关的信息，这些信息被命题者用来有意提升题目的

难度。因此考生在阅读信息的时候必须排除这些无关信息，

把对解题有关的信息保留下来。对此考生可以采取不同的方

法。记忆能力强的考生可以直接在心里默记信息，记忆能力

稍弱的考生可以在草稿纸上把有用信息记录下来。所需要掌

握的信息主要包括这些内容：案件涉及的当事人、案件的基

本事实情况、各个事实的前后关系(主要以时间为脉络)、当



事人之间是否存在争执点(如果存在，争执点是什么)、当事

人采取什么行为保护自己的利益。有了这些基本信息，考生

才有条件进行下一步的分析。同时为了确保自己了解的信息

正确无误，考生有必要多阅读几遍考题。 3、关键工作：分

析法律关系。通过前一步骤的工作，考生已经收集了用来分

析法律关系的足够信息，接下来考生应当根据所学过的法律

关系来“对号入座”。法律关系离不开一定的主体(当事人)

，因此以当事人作为分析切入点最为恰当。按照当事人之间

发生的案件事实以及从教科书上学习到的各种法律关系，考

生可以比较容易地确定案件牵涉到的主要法律关系。这个工

作离不开平时认真的学习积累，并非临阵抱佛脚就能达到要

求。 4、展开工作：分析权利与义务。学习过基本法学理论

知识的考生都知道，法律关系的主要内容就是权利和义务。

那么在分析完法律关系之后，考生应当接着分析当事人所享

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权利与义务将决定案件的最终处理

结果。一般说来，法律关系分析得当之后，对权利义务的分

析就比较容易，解题也自然而然地顺利进行。权利义务内容

的确定也离不开平时对教科书的认真学习，属于考场外考生

所需重点努力的方向。 5、收尾工作：解答提问。经过上面

几个步骤后，考生可以大胆地进行解题答疑了。考题设问无

非考查考生对法律关系、法律权利义务内容是否掌握，因此

如果前面几个步骤处理顺利，答题就易如反掌。但是，在这

一步考生仍然需要注意一点，在表述答案时应当尽可能避免

采取通俗口语，在该用法律语言的地方千万不可大意。比如

在表述“甲从乙那里要回自行车是合理合法的”这个意思，

就应当表述为“甲有权要求乙返还自行车，因为甲是自行车



的所有权人”。另外，适当引用法律条文的规定无疑更好，

不一定要清楚地记下条文的原文，只要法条的大体意思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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