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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7_A7_E5_BF_83_E5_c80_170953.htm 与传统的法学硕士注

重理论研究不同，法律硕士作为一个新兴的热门专业，着重

培养的是既掌握本专业知识，又具备法律专业知识、能力和

素质的应用型、复合型的法律人才。 我把自己法硕考研的成

功经验归结为“三大法宝”我称之为“一个中心、两大基点

、三项保证”。 “一个中心”制订总体计划，加强阶段复习

来源：考试大 我正式决定报考北京大学法硕专业是在去年5

月份。此前也曾经尝试过几个其他专业，由于种种原因而一

一放弃。当时时间已经比较紧迫，离正式考试只有八个月左

右的时间，因此我抓得很紧，复习强度也很大平均每天投

入12到14个小时。经过冷静、客观地分析，我把总体复习时

间分为以下5个阶段，仅供大家参考： 第一阶段（5月初6月底

）：主攻英语和专业课，两大块每天各复习6，7个小时。专

业课要仔细研读，把上一年的《指南》和《大纲》中指定的

几本教材全面扫荡了一遍，所有知识点一览无余。“细而全

”的复习为以后的提高阶段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第二阶段

（7月中旬一一8月底）：主攻英语和专业课，8月份开始复习

政治。英语、专业课和政治每天投入的时间分别是5、7、1个

小时。我在此阶段又精读了两遍新版的《指南》和《大纲》

，开始做总结、做笔记，把知识点按照内在逻辑规律整理好

，参照《大纲》来突出重点与考点。 第三阶段（9月初11月中

旬）：主攻英语、专业课，兼顾政治，三者投入的时间分别

是4、7、2个小时。此阶段我把大纲所附的样题及前两年的考



题仔细分析了两遍，再进行有重点、有针对性的复习。值得

注意的是一定要研究大纲样题及答案，那上面给出了很多考

试和答题的信息，不可忽视。 第四阶段（11月1月初）：主攻

专业课和政治，兼顾英语。英语、专业课和政治的复习时间

的投入各是3、7、3个小时。这个阶段要背专业课，并开始每

天做一套模拟题，以熟悉题型和巩固知识点，从整体把握所

学内容。我是先做单科练习，后做模拟试卷，通过做题发现

自己的弱点，达到“看书困惑做题发现弱点提高看书⋯⋯”

循环上升，逐步提高。 第五阶段（1月初临考前）：做最后

冲刺，主攻政治，兼顾英语和专业课。英语、专业课和政治

每天的学习时间分别为2、4、8个小时。专业课主要是找弱点

，查漏洞，对模拟阶段的错题进行分析、归类。对自己不懂

的知识点重新强化记忆；对于笔误做错的题，则提醒自己以

后要小心谨慎。还可以买一套串讲磁带，每天带动自己边听

磁带边巩固知识点，直到专业书背得滚瓜烂熟。 总之，在整

个考研备战过程中，我都严格按照自己的复习计划进行，并

随时根据自己的复习进度进行调整和修改。计划订好了，关

键在于行动，在于坚持。 “两大基点”正确选择复习资科和

综合复习、吃透课本 （一）正确选择复习资料来源：考试大 

考法硕的一大特点就是有全国统一的指定教材，单就应付考

试而言，课本的威力最大，精读的效果最好。 首先，最重要

的是精读《指南》和《大纲》。读透此两本书，约能拿到80

％左右的分数。提醒注意：《指南》中如有观点与法条规定

不一致的地方，答题时建议以法条规定为准。 其次，应有选

择地阅读大纲后指定的参考书目。随着新大纲的修订，增加

了考察能力所必需的理论和材料，主观大题的比重和分值都



加大，要求考生有较广博的知识面。所以欲拿高分者应选读

该书目，尤其是法理、民法和刑法三科。 （二） 综合复习，

吃透课本来源：考试大 首先，从整体上看，专业课复习应注

意以下几点：一是注意多渠道收集考试信息，使自己少走弯

路；二是花大力气去吃透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法条，

并尝试用这些基础知识去分析实际问题；三是善于归纳和总

结，把握重点、难点、易混点，把做笔记和划书相结合，并

列出每章的结构简图，不断浓缩知识，把书由厚读薄；四是

点面结合，把全书分散的知识点整理成系统的知识网络，微

观考点与宏观体系相结合；五是分析往年考题以及大纲样题

，把握出题及答题规律与思路，有针对性地复习可以节时增

效；六是进行专题整理，把课本的重要原理和社会的热点问

题相结合，写写小论文，有助于专业知识的系统化和融会贯

通。 其次，从各科看，应针对不同科目实施不同的复习战略

： 1、复习刑法应从总则和分则两个方面来把握。总则部分

占 分多；法理多、知识点深，要重点看《指南》与课本，否

则难以 理解法条全部内容：分则部分只须看课本，不必看法

条，因为课 本已包括罪名、特征、构成要件、近似罪名比较

、有关司法解释 等。建议在对分则所有罪名有一个全面整体

了解的基础上，有重点地掌握常见、多发犯罪的构成要件及

其刑事责任。 2，复习民法应从理论体系与法律条文两方面

人手。一方面 要把握民法的整个理论体系。表面看来，民法

理论中的各项民事 制度如同一盘散沙，缺乏系统性，但实质

上它们之间存在着内在 联系，具有较强的系统性，把握系统

性的关键在于把握民事法律 关系及其三要素构成的普遍性，

以及民事法律事实引起民事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普



遍性，这是贯穿各项民事法律制度的 主线，另一方面要熟悉

相应的民事法律条文，不但易于把握民事法律制度 本身的完

整体系，而且条文的具体规定内容就是考试的标准答案，熟

悉条 文有助于准确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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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