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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02/2021_2022_06_E5_B9_B4

_E4_BA_BA_E5_A4_c80_202490.htm 今年的考研人数已经公布

，法律硕士专业位居十大报名人数最多的专业前列。在一个

月的攻坚阶段，考生如何安排复习更事半功倍呢？笔者2006

年考试中以406分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人大法律硕士专业，

我的诀窍是： 用好两本指导书。法律硕士的指导书有两本：

一本是教育部考试中心出的考试分析，一本是人大出版社出

的考试指南。法硕考试由教育部考试中心统一命题，所以考

试分析更加权威，但是考试指南也比较重要。这两本书怎样

处理呢？ 刑法部分，总则要看考试分析，因为指南在这部分

介绍不是很妥当，甚至会对大家造成误导。分则要看指南，

指南介绍比较详细，便于掌握。民法和法理学部分，考试分

析和指南结合起来看，但以考试分析为主，记忆要点一定要

来自考试分析，二者表述如有冲突，以考试分析为准。宪法

学和法制史部分，在冲刺阶段，看考试分析足够，指南有些

繁杂。 制定备考计划表，合理分配时间。越临近考试，考生

越觉时间紧张，建议考生制定课程表，把复习过程具体、细

化。同时要戒骄戒躁，保持平静心态，在考研决战阶段，笔

者就是这样做的，效果非常好。 突出重点，不迷信押题。专

业建议大家要理解和记忆相结合，理解为主，在理解的基础

上加以记忆。民刑法注重实践，要结合具体案例复习，这在

选择题和案例分析题中体现明显；经常做案例题对培养法律

思维极有帮助。考生朋友还要重视法条，但是不要试图全部

记忆，除了常用法条需要准确记忆以外，其余的多翻阅几次



，有个印象即可。每年考试都有一两道题直接考法条，辨析

题、案例分析题中也经常用到。 综合课复习要记忆与理解相

结合。我认为法理学比较抽象概括，可以结合民法、刑法、

宪法的学习帮助理解。宪法需要理解的内容不多，主要是记

忆，可以对照宪法典、选举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特别行政

区基本法、全国人大组织法、立法法等复习。法制史也是一

个“背多分”的科目，简答题一般来自第五六章的重要法律

文件，分析题一般来自前四章，主要考查重要朝代的典型法

律制度。 答题也要有技巧。做好简答题的关键是考生要尽量

和考试分析的表述一致，即准确记忆。对辨析题要先判断，

一般是在某些情况下是正确的，某些情况下是错误的，要分

类讨论；要把思路发散开，不要只说一点不及其余，每点最

好控制在三句话以内，不要长篇大论，还要简要写出结论。 

分析题关键要按试题提示回答，突出说理性和分析逻辑，最

好在每个观点后加一两句解释。回答论述题（法理学）要注

意层次性、逻辑性。先解释题目中的关键词，再按照“是什

么、为什么、怎么样、影响或意义”的思路回答。此类题目

一般和法治有关，可以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

督、道德等方面组织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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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