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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02/2021_2022__E6_B3_95_E

5_BE_8B_E7_A1_95_E5_c80_202492.htm 不要在某个问题上孤

军深入吃力钻研，而是循序渐进，逐步深入，先从面开始打

下基础，再由面到点寻机突破，作稍微深入的研究，最后再

由点到面将深入的认识融合为一个整体。 世界是普遍联系的

，知识点也是普遍联系的。将知识点联结成一个网络，考试

时不会遗漏要点，论述时全面周到。复习最好应该达到这样

一个水平：能够用一根线索将全书主要内容串起来。比如用

民事法律关系为线索，可以串起民法。 涉浅水得鱼虾，涉深

水得蛟龙，涉深水后回头捉鱼虾，高屋建瓴，自然容易很多

。 考试心态问题：根源 有人说；态度决定一切。我非常赞同

，并且认为这同样适用于考试。 但是，我反对把心态简单化

，以为树立正确的心态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有人推荐很多

心理疗法，如“精神胜利法”。我认为这治标不治本，效果

有限。解决问题的根本在于挖掘心态出问题的根源。我认为

根源有二：第一，担心考试结果。有人将考试结果看得很重

，甚至关系生死，以为考不上就无法生存，结果是心理负担

沉重，徒增烦恼。第二，担心考试本身。什么考察基础、考

察能力、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等等，高深得让考生摸不着头脑

，不知道具体会考什么、怎么考，加上激烈的竞争，实在吓

人。 第一个担心，其实完全不必要，我将它归结为“愚蠢”

。本人不会算命，也不屑推荐灵丹妙药。我建议，一旦冒出

这个念头，马上提醒自己：我是不是在犯傻？ 第二个担心，

我将它归结为“无知”。无知是很正常的，这种担心只能通



过学习解决。“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要考试成功，就要

研究考试。许多考生只知道埋头读书，却不用心研究考试，

却迷信辅导班、辅导书的胡说八道，十分可惜。 考试就是考

试，有它自身的规律。考试和学习、能力等不能划等号。既

然不得不面对考试，就应该认真研究。不能把研究考试视为

“投机取巧”，以为以之取胜不光彩。 我在中国一流的法学

院听过课，也上过考研辅导班，买过考研参考书，我的感受

是“不过如此”。我最大的收获不是什么考试秘诀，而是能

够冷静对待，客观研究考试。一旦将心态摆平，平静地面对

考试，考试将不再痛苦。希望本文能帮助读者达到这个目标

。 复习范围：正确对待 考研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复习范围。

有的学校不指定教材，不公布历年考试题目，而弄清复习范

围十分重要。法律硕士联考似乎不存在这个问题，联考科目

的命题范围和出题依据是两本书：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

育指导委员会编写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联考考试大

纲》(简称《大纲》)和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国务院学位委员

会办公室、司法部法规教育司组织编写的《法律硕士专业学

位研究生联考考试指南》(简称《指南》)。另外，历年联考

题目也是公开的。 划出考试范围有利有弊。有利之处是束缚

出题人的手脚，使考试内容、形式定型化甚至机械化，但减

轻了考生负担。弊端是学生过分吝啬，不愿超越考试范围一

步，以为将指定教材知识点记住就行了，不愿浪费精力把握

教材内在的知识体系。结果，碰到稍微陌生的问题就怀疑“

超纲”，出题稍微灵活就不适应。正确的态度是：指定教材

无论厚薄，都要透彻掌握。 有的考生担心考试难度增加，如

果仅仅看指定书目会考不出理想成绩。我认为教材内容很基



本、很全面，考试的答案全在其中。如果熟练掌握，不可能

得不到理想成绩。在书本还没有熟悉之前钻研什么难点、热

点或疑难案例，做模拟题，上辅导班，效果会很差。当然，

在打好基础之后做这些事情，效果就会不同。 另一个问题是

每年考试内容可能有变动。应对之道有二：第一，调动一切

资源，收集内幕信息。但是，我认为，对大多数人来说，不

宜在这方面花费太多时 间和精力，否则得不偿失。第二，以

不变应万变。大家可以验证，历年考试内容都没有大变。考

生可以按照上年的大纲和指南准备当年的联考，打好基础，

新大纲和指南出来之后再学习调整的部分，填补到已有的知

识框架中，这并不费力。 复习深度：假象 因为法律硕士只允

许非法律专业考生报考，考的却是法律专业课，不可能考得

很难。法学虽然博大精深，法律硕士联考也只能涉及冰山一

角。法律硕士联考三门专业课程的考试基本上凭一本《指南

》即可应付，而要参加法学研究生考试，通常需要多几倍的

阅读量，难与易的差距可见一斑。 在考研复习深度问题上，

我的感受是“无深度”加“假深度”。“无深度”，指对选

择、填空、判断正误、名词解释、简答之类题目类型，官方

的说法是考察基础知识，实际是书本中有现成答案，背诵教

材即可。至于如何背，大家可以各显神通。“假深度”，指

对论述题，官方的说法是考察能力为主，没有完全现成答案

，颇让一些考生害怕。其实，受考试方式和考试时 间的限制

，顶多能在一道题目上写出两千字左右，无法更充分地展开

。答案的主体框架书本上有，只要在此基础上，翻阅几篇学

术论文，填充一些教材之外的新观点或者新材料做装饰，以

吸引考官的“眼球”，就可以拿到比较高的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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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