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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B3_95_E7_A1_95_E4_c80_202493.htm 在复习法硕的过程中

，主要有五个步骤： 1，通读全书，以理解为主，在脑中留

下印象，必要是大声读出来（若没有条件可默读），这对于

以前没有接触过法律的同学尤其重要。在这一阶段主要是获

得法律基层的感觉和培养一定的法律表达和思维能力，对一

些法学术语要多读几遍。同时勾出重点，并形成框架。没办

法参加培训班的可买串讲磁带； 2，强化背记已勾出的重点

，强化框架； 3，做模拟题（此时最好是单项强化训练题，

可自己编写，不要轻信一些出版社的法硕模拟题，太简单，

题目编的不怎样）； 4，再强化背记； 5，综合模拟题训练（

可自己制作，参考一些律考书和自考书更有价值）； 常常发

现有很多新手活跃在论坛上，常常发现有很多老手愿意交流

复习方法。 为此，我觉得谈谈法硕复习方法是时候了，先谈

谈整体复习，今后的帖子再谈各科的复习方法和应试技巧。 

复习是应试的基础，是研考成功的根本保障。一切应试技巧

都是建立在认真复习、全面掌握有关知识的基础上，离开全

面、认真、深入、细致的复习，一切应试技巧都是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可以说扎实复习、吃透教材是最根本的应试技

巧。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考生必须明确这一点，踏踏实实

搞好复习，不可怀侥幸心理，到考场上去碰运气，这是我们

想特别强调的一点。在复习中也有很多技巧，归纳起来大致

有以下几个方面。 1.找准教材，认真复习 教材是复习的根本

材料，也是答题的根本依据，复习时应以教材为根本，全面



、牢固地掌握教材内容，不可本末倒置，以复习资料、模拟

试题之类的东西为主，任何复习资料都应当以教材为准，围

绕教材内容而展开，并且无法替代教材，这是复习时首先应

明确的问题。 明确教材的重要性之后，还应当明确使用什么

教材。选择教材由一下三个标准确定。 （1）准确。所谓“

准确”是指该教材为报考院校所指定的教材，或是有关导师

主编、参与编写的教材，或是该院校学生使用的教材。例如

，报考法律硕士的考生应使用指定教材《法律硕士专业学位

研究生联考考试大纲》极其《法律硕士专业学位联考考试指

南》，该书为全国各院校各类法律硕士专业学位入学考试的

指定教材，是命题和答题的依据，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

999年11月出版，主编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曾宪义。因

为考题的范围、考查的内容、重点、有关问题的观点都与指

定教材密切相关，所以使用教材一定要准确，这样才能事半

功倍，成绩喜人，特别是在跨专业、时 间紧的情况下，找准

教材尤为重要。 （2）新颖。中国当前的法制建设正处于迅

猛发展时期，几乎年年都有几部重要法律颁布实施，教材更

新非常快，考生应密切注意新教材的出版，尽可能以新教材

作为复习、大体答题的依据。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

确立，大多数法学教材都已修订，并有一大批新教材面世. 2.

阅读学术刊物、报纸，扩大知识面 研究生入学考试不同于自

学考试、大学的期末考试，它不仅要求考生牢固掌握基础知

识，还要求考生有广阔的知识面，关注国际国内重大时事，

运用所学的知识解决世纪问题。这类题目大多以论述题的形

式出现，所占比重相当大，一般为2 0%到50%，考生不可忽

视，在分数上拉开距离的往往就是在这个方面。如中国人民



大学1995年经济法学的论述题为“论国有企业改革中的法律

问题”，宪法学论述题为“论宪法与人权的关系”，法理学

的论述题为“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是法治经济”等。这

些题目不仅要求考生有扎实的基本功，灵活的应变能力，还

要求考生必须关注国内国际时事，善于观察、勤于思考，具

有广阔的知识面。 考研复习虽然紧张，但考生不能仅仅满足

于复习一本教材，同时抽出时 间阅读一些学术刊物、报纸，

关注国内改革和国际局势，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只

有这样才能获得高分。1 998年国内大事是九届人大一次会议

的召开，1999年国内大事有中国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新中

国成立50周年，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召开等，2 000年的头等大

事是中国将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考生必须注意与此有关的

问题。 建议大家读读下列刊物和报纸：《人民日报》、《半

月谈》、《法学研究》、《中国法学》、《法学评论》、《

法律科学》、《政法论坛》、《中外法学》、《法学家》等

，特别是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的“法学复印资料系列

”。 3.了解最新学术动态，关注法学重点、热点问题 研究生

入学考试的试题，特别是简答题和论述题，多数与法学重点

、热点问题有关，这些题目的分值又相当大，因此考生应予

以高度重视。一般说来，法学重点、热点问题与国内国际重

大时事，法律的制定、实施、修改，国内改革实践有密切联

系，考生可以通过广播电视、学术刊物、报纸等途径予以了

解。如香港、澳门回归对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影响，《

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主要内容和意义

，国有企业实行公司制改造的必然性、重要性和局限性，依

法治国，制定统一合同法、反垄断法、证券法、价格法、物



权法的必要性，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我国法制建设的影响等

，都是2 001年研考的热点问题，考生应当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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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