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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阶段了，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复习，下面列举出了5个问题

，分别就如何看书、如何选校、怎样答题和最终的复试进行

了详细的介绍。相信只要按部就班的备考，07法硕就有你的

位置。以下是要谈的5个问题： 一、是否应该选择法硕这个

专业？（3月之前至少该决定） 是否选择法硕其实不是问题

。这个问题没有答案。每个人的情形都不一样，照搬别人的

成功路线是要吃亏的。这个社会变化这么快，什么都不能保

证你的将来。不过这里有一个标准，可以保证你考上不后悔

。真正问问自己喜欢法律不？选定了这条路是否能坚定的走

下去。假如明天就让你去美国读一个你毫无兴趣的专业，你

是否会放弃考法硕？真的，人这一辈子要为现实的东西放弃

很多理想和兴趣，但你是否会觉得放弃了理想、放弃了兴趣

，人生就再也没有意思？如果是，那你还是学你感兴趣的专

业吧。 当然，这两年来，对法硕的批评也越来越多，在论坛

上也经常可以看到指责法硕的种种缺点。当然，主要集中在

两个方面，一个是学校对法硕的态度，一个是法硕的就业前

景；实际而言，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法硕作为一个专

业学位来到中国只有10年的时间，要知道建设任何一个学科

，要使它获得社会的认可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也确实，

随着法硕的铺开，诸如课程的设置、师资的配置等等问题也

暴露出来。只是，这并不是法硕自身的问题，而是由于高校

扩招这一政策带来的直接后果。最为关键的当然是法硕的就



业问题，就现有的资料来看，法硕的就业不比法学硕士差，

近年来的就业难问题并不是说法硕这个专业设置有错误，而

是由于整个就业市场的饱和。看看，没有哪一个专业不是就

业困难的。 应该说，法硕教育代表着一种法学教育的新趋势

。如果排除法学硕士来说（因为从法学的培养方向或者教育

人数来说，法学硕士与法律硕士并不存在什么真正的可比性

），法律硕士比法律本科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其就业前景

也远要比法律本科要好。这其中的关键是越来越多的领域需

要的一种有着多学科背景的人才所决定，而法律硕士刚好可

以提供这样一种人才。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法律硕士学生的

经历不管是时间好还是有很多考生有着工作经验也好，其以

后为法硕人提供的资源是要远远大于法律本科生的。 二、如

何看书才能把厚厚的书变薄？（贯穿整个过程） （一）如何

开始专业的复习 1 .合理安排复习时间 专业课的复习越早越好

。时间可以这样分配，白天看英语。因为一般白天还要上课

或者上班，大块的时间比较少。而英语的好多东西不象法律

那样需要大块时间来记忆的。比如单词，可以利用白天的时

间一点点的背。每天花大块的时间背法律不太现实，特别是

对大三的朋友。晚上大块的时间要用来看法律。因为法律需

要一个整体的系统的印象。政治要等到大纲下来再开始复习

政治，原因是每年政治大纲变动很大。 2 .合理的看书步骤 国

家从03年开始将不指定考试用书。往年国家指定人民大学出

版社出版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联考考试指南》为考

试指定用书。从2005年开始，教育部考试中心出版《考试分

析》，就05和06两年的试题来看，从里面出的题目占了很大

一部分的分量，而且往往在答案方面向其倾斜。教育部是出



于何种目的出这样一本书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以后考

试复习资料中必须增加一本《考试分析》。由此而来的问题

是，如何使用这两本在内容上基本相同的考试用书，应该以

哪一本为主。05年的分析比较简单，基本上就是指南的缩写

，06年的充实了内容，但是依然过于简单。因此，如果你是

刚开始复习专业课的，建议使用《指南》为主，而且可以使

用上一年的《指南》。使用《指南》的时候，应当重在理解

知识点。当你复习到一定程度之时，对诸多知识点有着一定

的认识理解之后，并建立了一个相对完善的体系的时候，可

是开始使用《分析》，其中，记忆也可以《分析》为主。但

是，《分析》一定要买最新版本的。 看指南可以首先看一遍

，跟看小说一样，不要幻想自己可以都记住。这时候最需要

的是培养对法律的兴趣；第二步，一边看一边做笔记。做笔

记的时候有个标准，力求简洁，不要跟抄了一遍指南一样，

这是很重要的一步。这一步需要把民法，刑法的内涵的一条

“线”悟出来。这条“线”可以把大部分的东西串起来。当

然这条“线”不是那么容易就出来的，往往是看了好几遍指

南才有所领悟的；第三步，光看你的笔记，靠你对“线”的

把握，回想指南上所讲的内容。如果想不起来，那就是还不

熟悉的部分，是需要加强理解或者记忆的地方；第四步是做

题，靠做题来检验自己是否真正掌握了知识点。因为往往有

些时候，觉得自己掌握了，但一旦做题却发现很模糊。 注意

： 1、原则是合理分配时间，不能偏废任何一个。特别是英

语，每年考法硕的考生很多都是公共课过不了分数线，所以

应该在英语上分配相当的复习时间。 2、看书的时候要找到

一个适合自己记忆的方法，比如我就适合做笔记来帮助记忆



。但是也不要害怕忘记，忘记是大脑保护自己的一个手段，

多重复几遍就会记住的。就象拿把刀在桌面上，第一遍的时

候很浅，多划几次，就会深的。 3、看书要讲求效率，不能

太慢。太慢实际上是浪费时间。要养成不回视的好习惯，加

快阅读的书读，尽量每次翻的快一些，以求得整体的印象。 

（二）如何深入掌握知识点 1、推荐辅导书，练习题 除了指

南、分析和大纲以外是必须要买的以外，还应该买一本配套

的习题还可以。现在市面上的书质量都不高，所以辅导书不

要买多了，买多了是浪费你的金钱和你宝贵的生命。其实最

好的练习题就是历年的真题，一定要给予高度的重视。 2、

培养法律思维 法律思维的培养最根本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

多看案例。拿到案例的时候，先试着用自己掌握的知识去解

释内部存在什么样的法律关系，不太确定的时候再看答案，

看看别人是如何分析案情的。 注意的问题：真正掌握了知识

点应该达到的程度是：真正的掌握了书的脉络不是说把整个

书都背下来了，而是拿到书就知道哪些部分是要考的知识点

，会怎样去考，答题时候应该答哪些与之相关的内容，哪些

是无关紧要的内容。 （三）分别讲一下五门专业课复习的特

点 法理是比较难懂的一门。往往没学过法律的考生看书的时

候觉得很枯燥。所以最好的看书顺序是不按指南每门课的先

后顺序看，而是先看刑法，因为刑法条理非常清楚，容易理

解，接着再看法理，理解起来就容易很多。因为法理其实就

是把各个部门法内部共同的东西抽象出来了。法理内部的线

其实比较简单，归跟到底法理就是在讲法律如何产生的？为

什么会存在？法律是以怎样的形式存在的？所以内部的那条

“线”就是：先讲法律建立的原因和形式是什么？法律建立



以后对社会和每个人都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法是如何才能

满足我们需要的的？我们又是怎样制定出对我们更加有利的

法律的？ 民法的复习重在理解，只有真正理解了才能答好民

法题。而这部分指南写的比较乱一些，建议看看《民法总论

》梁慧星著，法律出版社出版，19元，很便宜，绿色皮的。

写的非常不错，条理很清晰，对理解民法理论有很大的帮助

。此外帮忙串一下民法的内容：法理讲任何法律都以一定范

围内的社会关系为调整对象，相应的民法也是以社会关系为

调整对象的，这种社会关系有它的确特征：平等性（和行政

法规的上级对下级的不平等的社会关系相区别）。这种平等

的社会关系有专门的民法规范来调整就变成了民事法律关系

，而民事法律关系得以产生、变更、消灭的前提条件就是民

事法律事实。民事法律事实又分为两种：事件和行为，其中

行为又分为合法民事行为和不合法民事行为。合法民事行为

在民法上有一专门术语：民事法律行为（民法中讲了一特殊

的民事法律行为代理）。作为民事行为的主体大体有两种：

公民和法人。公民和法人为民事行为必须有相应的民事权利

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不管是公民还是法人，作出一定行为

或者不做一定行为都有一定的目的。这个目的常常是为了实

现自己的民事权利。民事权利分为四大部分：物权、债权、

人身权和知识产权。（1）物权体现在对物的占有、使用、收

益、处分。如果为了收益，将物转让个他人使用，物权就转

变为他物权。他物权又分为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担保物权

又分为：抵押权、质权、留置权（这是法定担保物权）。（2

）债权的发生的事由一般是合同（侵权行为也是债权的发生

根据，但将他归入民事责任）。除了合同，不当得利和无因



管理也是债的发生事由。（3）人身权又分为肖像权、名誉权

、隐私权和荣誉权。（4）知识产权分著作权和工业产权，工

业产权又分为专利权和商标权。公民和法人如果作为了不合

法的民事行为，就涉及到了民事责任的问题。民法的内容差

不多都在里面了。这样就把民法内部的那条线找了出来。民

法除了《民法通则》要看熟练外，还要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简称《民通意见》

、《合同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

的解释、婚姻法和继承法。 刑法的脉络比较清晰，复习起来

比较容易。总则和分则是同等重要的，每年出题分值各

占50%.刑法拿高分的最主要的办法就是抓住重点，有的放矢

的复习。刑法重点很好判断，重点都有一些特征的，可以帮

助大家判断哪些地方是可能出题的地方。特征如下：有明显

的大写的一、二、三⋯⋯大写的标题下有小标题的数字如123

⋯⋯小写的1、2、3下多涉及法律方面重要的概念。这些部分

一定要想办法理解并且背会。先并后减，先减后并不是重点

，搞不懂就算了。分则当中各罪里有很细的需要解释的地方

。如抢劫罪中，什么是以非法目的占有，什么是暴力，什么

是以其他方法。都要细细的扣。这点真的很重要。往往考完

刑法觉得答的不错。觉得四个要件都写出来了，但考下来分

却不高。出问题的地方就是需要答出来的的地方没有好好解

释。分则中一些重要的章节主要包括：危害公共安全罪，破

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

罪，侵犯财产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贪污贿赂罪以及渎

职罪。根据《考试大纲》，在刑法分则所确定的 413个具体罪

名中，需要考生作为重点掌握的有170个，约占总数2/5.其实



不需要那么多，每章最重要的几个罪都是前几个罪名。另外

刑法除要看刑法法条外，还要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

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其他几个司法

解释。 宪法理论要求不是很高，复习起来难度不是很大。不

过里面的细小知识点特别容易混，所以一定要把宪法法条常

备身边，复习的时候还可以把专门做一些知识点的比较。此

外《香港基本法》也比较重要，应该找到好好看看。 法制史

复习起来最大障碍可能就是生僻的文言文，可是每年的考察

重点恰恰不在这个地方。所以复习的时候尽量不要细扣文言

文，跳过去就行了。法制史每年的重点变化不大，具体来说

法制史的重点集中在秦朝、隋唐、明、清、民国还有建国初

期等年代的法制思想，刑事法律制度，重要的法典等等内容

，最好的帮助记忆的办法是做表格，按照朝代顺序把重点内

容列出来，做个比较。每个朝代的民事经济法律制度不是重

点，只是其中一些比较重要的名词要记住，如：七出，三不

去。 （四）复习时容易陷入的一些误区 误区一：寄希望于猜

题押题，而非踏踏实实全面复习。每年猜题押题的都是一部

分考生的目光所在，更是一些辅导班的生存之道。于是大家

就狂传消息，寄希望于个别辅导班的内部消息和“权威老师

”的预测。我们承认考研是需要一些运气，但决不是第一位

的，最终还是要靠自己的实力来说话的。而且从命题趋势看

，命题人是有意识的避开大家关注的热点，其目的是达到公

平竞争。所以说一定要全面扎实的复习。大家应记住，复习

只有脚踏实地，考试才能挥洒自如。 误区二：题海战术。从

一道题出发，命题者就可以变换出各种题目。选择、判断、

简答、案例以及论述都可以相互的变通。因此最简单、最直



接得方法就是牢牢得掌握知识点，如此一来岂不是万事大吉

。如果还是不放心，觉得非要把所有的题都做遍，一般而言

我们对于此种有电梯不坐非要爬楼梯的人就不费口水了。大

家应记住，做题是为了检验知识掌握的程度，同时进行归纳

和总结，不要为了做题而做题。 误区三：用眼不用手，只注

重背书，而不摸索答题的技巧。大家在教室自习的时候，是

不是经常光用眼睛看，嘴上默默有词，却懒的动手写一下。

刚才强调看书的时候要记笔记就是为了克服这种习惯的。因

为这种情况看书的效果一定不好。心理学表明，眼睛是最具

有欺骗性的。这个误区其实是个很可怕的误区，因为它会很

欺骗性，让你觉得自己掌握的很不错，但到真正解题的时候

却发现无从说起，或者漏洞百出，该答的不答，不该写的写

的满满的。每年很多人考完都觉得答的不错，但最后分数下

来却不高的原因就在这里。 误区四：买了N多的辅导班书。

你考研时，一定有N个人对N本书说了N种建议。如果听信了

别人的建议，把他们认为好的书都买回去就陷入了一个很可

怕的误区。一来因为现在市面上真正的好书不多，要找出一

本值得看的书特别困难。往往买回去做题的时候还要改答案

，改错别字。所以唯一值得信赖的只有指南、大纲和历年的

真题。我们所应该做的只有反复记忆指南，并强化记忆，完

善知识结构体系，把书读薄，最终做到心中有书。复习过程

中，切忌勤换书。如果一会儿这本，一会儿那本，你遇见的

永远是新的东西，你需要不停的记忆而不是回忆，可以想象

你的大脑负担有多重。 误区五：不重视历年考题。很多人认

为考过的题就不会再考了，因此也就没有什么研究分析的必

要。其实历年考题是最能反映命题意图，命题发展和趋势。



对历年考题重视不够，缺乏足够分析，是非常不明智的。就

法硕考试而言从2000年联考到2003年联考客观题每年都有重

复试题，对于这些白白的送分题没有理由不去拿。其实所有

的解题的思路、技巧，都可从历年真题中锻炼出来。外语、

政治也是如此。退一步说即便是历年考题不会再考，那么你

知道了那么多不考的题，对你的复习范围也是一种缩小，既

然如此何乐而不为呢？ 现在来说说辅导班的问题，如果你有

钱又有时间，那么参加一个基础辅导班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尤其对于那些刚接触法律、刚开始复习法硕的人来说，其

作用也是很明显的。但是，如果你已经是第二次考了，或者

你在本科期间修过法律，或者你已经过了司法考试，那么辅

导班可以不作考虑。参加辅导班应该有一个好的心态，不要

想着老师会透露什么内幕消息，应该冲着学习法律知识而已

，而不是冲着押题而去，通过那些名师来快速建立一定的法

律认识。至于什么辅导班好，不一而足，大家可以在网上看

看别人的意见，尤其是那些参加过辅导班的人的意见。当然

，每个老师的风格不一样，每个人的口味也不同，关键时候

还是要自己去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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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