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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业务课，这是每一个准备参加法律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的考生普遍关心的问题。笔者通过历年法律硕士的辅导，认

为不同的业务课由于其知识体系和总体框架不同，决定了不

同的业务学科应当具备不同的复习和备考要求。同时，作为

业务课的必考科目，它们又具有复习备考的共性。根据以上

特点，我从两个方面谈一谈复习和备考业务课需要注意的问

题及其方法，并简要介绍一下如何处理好外语和业务课的关

系问题。 一、复习技巧 复习是应试的基础，是考研成功的根

本保障。一切应试技巧都是建立在认真复习、全面掌握有关

知识的基础之上的、离开全面、认真、深入、细致的复习，

一切应试技巧都是无水之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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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怀有侥幸心里，

到考场上去碰运气，这是我们要特别强调的一点。但是在复

习时也应当掌握必要的复习技巧，这可以帮助考生少走弯路

。尤其法律硕士应试的考生在本科阶段都不是学习法学专业

的，因此好的技巧及其方法可以帮助解决长时间复习不能吃

透的问题。当然，复习方法是因人而异的，不管哪种学习方

法，只要符合自己口味并能提高学习的质量和效率，就是正

确的方法。综合课可以单独复习，也可以和专业课穿插复习

，这样能够保证知识不会因时过境迁而遗忘。一个好的学习

方法会事半功倍。此外，学习是没有时间限制的，正所谓“



活到老，学到老”，此其之谓也。所以，该努力时就应当努

力，在努力学习上，没有一个完整的时间表。从总体上看，

复习技巧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认真研读指定

教材 教材是复习的根本材料，也是答题的基本依据。复习时

应当以教材为根本，全面、牢固掌握教材内容，围绕教材内

容展开复习，这是必不可少的复习环节。自从法律硕士考试

实施全国统一命题以来，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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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复习必备的教材。

尽管2004年入学考试改为教育部统一命题考试，且没有指定

参考教材，但是从2004年1月联考考试试卷命题的实际情况来

看，其考试范围仍然参照该教材作为命题依据的，因此选择

教材时，仍然应当把该教材作为复习的必备用书。 需要注意

的是，中国当前法制建设正处于迅猛发展时期，几乎年年都

有几部重要的法律颁布实施，就法律硕士考试而言，在业务

课的考试范围内（法理、宪法、中国法制史、民法、刑法）

，几乎年年知识点都有所变化，比如民法知识产权的变化，

担保法的变化等等，都可以说日新月异。特别是宪法，由于

今年对宪法的十三处进行了修改，比如增加了保障私有财产

和人权的内容，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每届的任期由三年改

为五年，以及扩大了主席的职权等等，这些决定了教材更新

非常快，考生应当密切注意新教材的出版，尽可能以新教材

作为复习、答题的依据。 2、认真分析历年试题 认真分析业

务课的历年试题具有非凡的意义。因此认真分析历年试题，

做好总结，对于考生明确复习方向，确定复习范围和重点，

做好应试准备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分析试题主要应当了

解以下几个方面：命题的风格（如难易程度，是注重基础知



识、应用能力还是发挥能力，是否存在偏、难、怪现象等）

、题型、题量、考试范围、分值分布、考试重点、考查的侧

重点等。考生根据这些特点，有针对性地复习和准备，其效

果一定颇佳。一般说来，综合课（法理、宪法和中国法制史

）部分考试的题型为单项选择题（50题，1题1分；其中法

理14分，宪法22分，中国法制史14分）、多项选择题（13题

，1题2分；其中法理8分，宪法10分，中国法制史8分）、简

答题（3题24分，其中法理、宪法和中国法制史各占8分）、

分析题（3题30分，其中法理、宪法和中国法制史各占10分）

和论述题（仅限于法理1题，20分）五种题型。其中，法理占

总分值的60分，宪法占总分值的50分，中国法制史占总分值

的40分。专业课（民法和刑法）部分虽然在一张卷上命题，

但是却把民法（75分）和刑法（75分）分为民法部分和刑法

部分两部分单独命题，这不同于综合课的命题，考试题型包

括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简答题、辨析题、法条分析题

和案例分析题六种题型。以民法为例，民法部分单项选择题

共20题，20分；多项选择题共5题，10分；简答题共2题，10分

；辨析题共1题，10分；法条分析题共1题，10分；案例分析

题共1题，15分。 在上述题型内容的考查上，选择题和简答题

的大部分试题较为注重基本知识的掌握；综合课的分析题以

及专业课的辨析题、法条分析题则注重知识的运用程度；综

合课的论述题则较为偏重考查考生的法学理论功底；专业课

的案例分析题则注重考查考生运用法律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 3、全面复习和重点复习相结合 所谓“全面复习”，是指

考生在复习业务课时应当对教材的内容予以全面掌握，不能

凭主观猜测哪些内容考，哪些内容不考。复习时应持正确的



态度全面复习，全面掌握，把握基本概念、基础知识，建立

起知识点之间的联系，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用全面、整体

的观念看待每一个知识点，这样才能融会贯通，全面、准确

、牢固、深入地掌握教材内容。考研试题覆盖面较广，不仅

考查重点、热点，还考查一些次要的、偏僻的知识点，考生

务必全面复习。 所谓“重点复习”，是指在全面复习的基础

上对重要的概念、理论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力求熟练掌

握，并能灵活运用，而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不分主次轻重

。重点内容是考研的主要考查对象，并且所占分值极高，例

如，表见代理这个知识点不仅仅在2000年的案例分析题中出

现，而且在2004年又以简答题的形式出现；共同侵权作为法

条分析题在2002年和2004年重复出现；其他问题，例如法制

史中审刑院、开皇律等知识点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为什

么？因为这些内容都是重要的知识点。可见，投入更多的时

间和精力抓重点复习是应当的。 4、熟记法律条文 法律条文

与法律硕士入学考试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法律条文常常是

法律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一项重要考查内容，这不仅仅体

现在选择题和简答题上，法条分析题更是如此。因此考生对

重要的法律、法规和新颁布实施或者修订的法律、法规，必

须牢固掌握，对主要内容应当达到熟记成诵的地步。纵观历

年法律硕士入学考试试题，部门法学几乎每年都有题目专门

考查法律、法规，希望考生对此予以高度重视。 5、有针对

性的练习 考生对教材及其相关材料复习2－3遍后，应当根据

历年试题的特点，有针对性的进行练习。有针对性的联系既

可以检查自己的复习效果，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以待改进

；又可以巩固所学的知识，使之条理化、系统化；还可以增



长“实战”经验，到考场上就会感到轻松自如，可以尽情发

挥了。有针对性的联系，最佳的方式是模拟考试，不仅要做

历年真题，还要做与试题类似的模拟试题，然后进行评分，

总结得失。需要注意的是，教材这个根本不能丢，但是，学

习时不能光看教材，教材是基础，根据近几年出题的情况，

出题者往往只知道一个大概的出题范围，未必去仔细研读考

试大纲。多做模拟题会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多

做模拟题还会及时了解出题方向，检查知识掌握的程度。此

外，考生在复习还要时多问为什么。相应的，考生还要针对

不同的题型、留意重点、热点问题，对于简答题要擅于归纳

；对于辨析题要擅于展开知识体系的联想；对于论述题要擅

于写小论文；对于案例分析题要擅于联系实践分析问题，只

有做到这些，才能做到有备无患。 6、穿插复习和针对薄弱

点复习 在复习备考的过程中，应当擅于对比穿插记忆相关知

识点，比如，你要知道枢密院在宋朝属于军事御用机构，在

元朝属于司法机构；宣政院是元朝设立的专理宗教审判的机

关，宋朝没有此机构；提点刑狱司是宋朝为了加强对地方司

法的监督与控制而设立的地方司法派出机构（注意不要和提

刑按察司、肃政联访司、提法使司混淆）。可见，宋朝皇帝

对于地方司法机关也不放心。再比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

批准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建置的职权，国务院有批准自治州

、县、自治县、市的建置和区域划分的职权，而对于省一级

的地方机构的建置无批准权，但是对于省一级的区域划分有

批准权，等等。这样穿线对比，不但掌握了相关知识点，还

可以延伸扩大，大有裨益。此外，要针对薄弱点复习。总之

，知识在于积累，只要你复习方法得当，一定会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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