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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对我来说是一段很艰难的日子，写这么多东西，真的是

希望能和大家分享我的经验。只要能对几个人有帮助我也很

高兴。如果觉得写得不好，请不要骂，谢谢。 专业课： 总的

来说，民法刑法法理需要理解得比较多，复习前期重点应该

在这里，法制史和宪法背的东西比较多，分数相对较少，可

以在中后期开始复习。 民法： 民法非常重要，也是花时间最

多的一门课。学习民法重在理解。也许看几遍书就能了解大

概内容，但离考试还差得远。 学习民法一定要形成一定的逻

辑结构。大的层次要有，比如民法总来说是围绕“民事法律

关系”展开的，一、二章是概述，三四章是主体，五六七章

是事实，下面分别讲物权、债权、人身权、知识产权和继承

，最后是民事法律责任。然后再把每一部分细化。虽然民法

的内容比较杂，还是能够形成一个整体框架，看到一个知识

点马上知道是哪个部分的。而每个具体的概念基本是按照概

念、要素、特征、比较、分类、后果、意义这个逻辑展开的

（可能对具体概念不包括全部内容），这也是做法条分析题

的基本思路。 学到最后发现，上面内容已经把单选、多选、

简答、法条分析都概括了。而辨析和案例在平时联系是要注

意养成解题的思路。成功就是良好的习惯。 原来的“概念比

较”这个题型虽然取消了，但大家不妨在复习时花点时间做

做这个练习。两个名词的概念、相同点、不同点都考到了，

可以使知识点融会贯通。书上的练习一定不要先看答案再去



背，自己想过之后再看看哪一点没想到才有用。开始的时候

可能很痛苦，但坚持做完会一定有很大提高的。 刑法： 如果

要划分时间的话，至少60-70%的时间花在总则，20%左右的

时间在分则重点罪名，10%的时间在非重点罪名。那些非重

点罪名考到的机会很小，即使考到也不会是案例题，不要花

太多时间。 案例在精不在多，因为考试考得都是很基本的内

容，平时做案例题的目的是养成一个思维习惯。不要贪多，

花了很多时间效果不明显。我有一个同学去年考北大329，差

一分没考上，今年一起复习时她说她几乎每个案例都背下来

，看到前面内容就知道后面说什么，结果今年再考北大，334

分还是差一分。可见那些经典的案例一定要自己分析，只要

养成了好的习惯，有些东西就可以不看了，否则案例看得再

熟也没用。 再比如今年新出现的一个题型，两种不同犯罪的

比较。书上列了很多不同罪的比较，如果死记很容易有遗漏

，答题时一定要形成自己固定的思路，不要想到什么写什么

。客体是简单客体还是复杂客体，相不相同？犯罪对象一不

一样？犯罪的客观行为方式相不相同？时间？方法？主体一

不一样，有没有特殊主体？主观故意还是过失？故意的内容

是否相同？有没有特定的目的？犯意形成的时间有没有特殊

要求？每两个罪名都按这个顺序比较一下，形成了习惯，基

本不会丢分。 法条分析是送分题，今年难度稍有增大，但平

时多看看法条和司法解释，还是比较简单的。 法理： 法理这

部分我看得最早，看得次数非常多，所以也想不出什么特别

的经验。感觉多看几次理解了就比较简单了。 法理难在论述

。论述是一定要有条理，分段落，最重要的话一定在第一句

写出来，就像写一篇论文一样。写之前不妨列个提纲，提纲



的内容就作为每段的第一句话。 宪法： 宪法的重点很清楚，

今年新增的很多乱七八糟的内容，一看就知道不可能考，把

这些东西除去，其实内容是最少的。又有法条可依，所以这

部分分数一定要争取。 法制史： 提到法制史，一定要感谢一

个网友“血色苍穹”，我是用的是他总结的法制史系统表背

的，他无私的分享帮我节省了不少时间。这个表可以根据自

己的情况总结。 我大概是从12月才开始复习法制史的。我一

直认为这种纯背诵的东西，早背了也没用，一定会忘，还浪

费时间，所以之前看书都没看这部分。 我复习的时候，每天

看若干页书（浏览），基本了解内容之后就开始背法制史系

统表，不到两个星期左右就反复背。总结成表的好处就是背

的都是重点，而且随时可以复习；既可以横着背也可以竖着

背，背下来自然形成系统。即使一时想不起来，也可以通过

他附近的内容、位置等联想起来。在全都背熟之后可以随时

添加那些次重点，能背多少是多少，尽量多背，但这时只是

在已有的体系下增加一点更详细的内容，也相对好背一些。 

有些人总想把所有看到的内容都背下来，我觉得这样对自己

要求太高了。如果你花10天的时间可以背下90%的考试重点，

剩下10%的非重点至少也要花10天的时间，因为非重点内容太

多太琐碎了，但所占的分数很有限。所以一定要量力而行。 

另外，考试时千万不要因为有些内容没有背而紧张，紧张就

会影响情绪。一般人都会这样的，很难把所有东西都背下来

。要知道全部都背下来所花的时间和所得的成绩一定不成正

比。要把时间花在最重要的地方。法制史考的大部分内容都

是重点，但出现没见过的也非常正常。 辅导书： 人民法院出

版社的《法律硕士联考重点、难点分析与同步试题训练》是



我见过得最好的一套书，这套书分为四册，分别是民法、刑

法、综合课和模拟试题。我都很认真地作了，感觉帮助非常

大，可以看出作者是很花心思的。 我一个考司法考试的朋友

向我推荐了一本书《国家司法考试专题讲座民法66讲》万国

的李建伟编的，我仔细看了，也觉得不错，虽然有些内容我

们不考，但比较有条理，又简明，可以作为参考。 人大去年

出了很多书，《考试指南》最好买新的，相信一定会变的，

但变化也不会太大。基于往年的经验，这本书可能会出得很

晚，如果到时再看肯定来不及了，所以之前还是要看旧版的

。《辅导指南》是长青藤编的一本书，还不错，基本把重点

都概括了，如果时间来不及又不是一定要考很高分的人可以

看这本书，但如果能保证把《考试指南》看熟，就不必买这

本书了。而且因为简略，可能有些地方在没看《指南》的前

提下理解有些困难。《模拟试题及解析》从往年经验来看比

较好，正确率高，比较权威，但去年由于出得早，后来改了

题型，参考价值下降，不知道今年情况如何。《2004年法律

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联考考试复习精要》这套书是万国编的

，一般，就是对《指南》作了简单概括，题目也不多。《大

串讲》我没有看，据说和《辅导指南》性质差不多。 《2004

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联考复习全书》（北京出版社

，赵秉志主编）是垃圾。《2004年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联考配套用书自测试题题解》（法律出版社，总主编：曾宪

义，副总主编：赵秉志）不是很好，一看就是研究生攒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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