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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事，必先利其器”，对于学习也同样如此，我们必须掌握

一定的方法技巧，才能 取得好的效果。那么对于《法律基础

与思想道德修养》这门课的学习来讲，有什么方法技巧呢？

下面笔者结合自己多年来的教学实践，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一、课程性质与设置目的 首先，我们必须搞清楚这门课程的

性质与设置目的，才能在学习中做到有的放矢。《法律基础

与思想道德修养》是国家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一门必修的公

共课程。该课程的目的，主要是对学生进行两个方面的教育

：一方面，是进行社会主义法律常识、法制观念的教育和以

我国宪法为核心的杜会主义法律体系各个部门法的基本理论

和知识的教育。另一方面，是进行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

集体主义为基本原则的思想道德教育，以培养“有理想、有

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为目标的人生观理

论和知识的教育。与此目的相适 应，本课程涵盖了法律基础

与思想道德修养两部分的内容。作为一门公共课，法律基础

部分讲的只是法律的最基本的理论和基本知识，而不是他们

的全部内容；思想道德修养部分通俗易懂，主要是帮助青年

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对于法律基础部分

，要了解和掌握法律的概念和依法治国的基本理论，包括社

会主义法律的形式和内容、现象和本质、作用、制定和实施

，以及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和知识，了

解和掌握包括宪法、行政法、经济法、环境法、民法、刑法



在内的各个部门法的基本理论和知识，从而树立社会主义法

制观念和法律意识，提高法律素质，增强遵守和捍卫社会主

义法制的自觉性。对于思想道德修养部分，要了解和掌握为

人民服务的人生观是科学的人生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

理想与信念是我国务民族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支柱，也是

每个有志青年的正确的奋斗目标和精神动力；了解和懂得在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只有树立科学的世界观

，加强自我修养，追求人生最高境界的青年，才无愧于 伟大

的时代，无愧于伟大的祖国，无愧于伟大的人民。 二、学习

方法 要学好这门课程，笔者认为，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1.认

真阅读教材有许多同学往往把教材抛在一边，而寄希望于辅

导材料，这实际上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对于任何课程的

学习而言，教材都是最重要的。因为无论是考试命题，还是

辅导材料的编写，其最根本的依据都是教材，基本的知识都

在教材中。把教材掌握好了，就为取得好成绩打 下了一个好

的基础。教材的阅读至少要有三遍。第一遍是浏览式阅读，

可以读得快一些，只要知道课本大致讲了哪些内容就可以了

。第二遍是精读。精读是最重要的，精读时，重在理解，不

要刻意去记。对于理解有困难的部分，要反复阅读，直到将

其彻底弄懂。第三遍是记忆式阅读。这次阅读时，一边是加

深理解，更重要的是记忆教材上的重要的内容，可以说这一

次的阅读是可以去记。经过这三遍的阅读之后，基本知识就

掌握得差不多了。 2.适当的练习在认真阅读教材之后，还要

辅以适当的练习。通过练习，一方面，可以强化记忆，巩固

所学知识；另一方面，可以查漏补缺，发现自己在学习中存

在的问题，并加以改进。 3.摆正心态，重视基础知识的学习



许多同学由于平时工作忙，往往比较急功近利，希望找捷径

。这种心态对学习最有害，在学习上企图不费力气，不下工

夫，一蹴而就，或者把通过考试的希望寄托在猜题、押题上

，那 注定是要碰壁的。况且，学习的根本目的是要增长知识

，不是为了应付考试。所以，一定要摆正心态，重视基础知

识的学习。把基础打牢了，既学到了知识，同时也能取得好

的考试成绩。 4.善于抓住重点《法律基础与思想道德修养自

学考试大纲》已经明确规定了对于教材各部分内容的考核要

求，通过分析考试大纲，我们就能明确哪些部分是重点，是

必须熟记和牢固掌握的；哪些内容是只要求理解就行了。另

外，经过分析多年的考试试卷，我们就能发现有许多知识点

出现的频率特别高，这些反复被考的知识点无疑是重点。考

生务必要掌握。 三、命题与考试 1.命题原则命题应以本考试

大纲为依据，试卷试题的组配，应适当考虑试题的内容覆盖

面、能 力层次和难易程度。 2.试卷结构 （1）内容结构法律

基础部分的内容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第一、二章， 第

二层次是第三、 四、五、六章；思想道德修养部分，第一层

次是第 七、八、九章，第二层次是第十、十一 、十二章。 

（2）能力结构按照能力层次识记、领会和应用的三个层次的

要求，比例为识记占30％，领会占4.0 ％，应用占30％ （3）

难度结构试题分为四个难度结构，即易、较易、较难、难。

能力层次与难度层次是不同的两个概念，不能混淆。在各个

能力层次中，都有难度不同的试题；在各种难度层次中，也

有不 同的能力层次的试题。 （4.）题型结构试卷一般设五种

题型，即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简答题、论述题、案例

分析题。 3.考试方式本课程采用笔试，考试时间为150分钟。 



四、 解题技巧 1.先不要急答题，发下试卷，首先浏览一下整

个试卷，对试卷内容的构成做到心中有数 .然后按照试卷顺序

来回答问题。合理统筹，先易后难，不要在一个问题上停留

过久，避免 难的题目没做出来，简单的题目没时间做的结果

。 2.答题力求准确、规范和完整要认真审查题目要求，避免

答非所问；要用语规范，尽量用学术性的语言来表述观点，

避免 使用过多的自己日常生活中的不规范的、常识性的语言

。答题的内容要全面、系统。不能遗 漏，力求全面。对于不

太会做的题目，也要尽力去写，不留空白。 3.针对不同的题

型，把握答题要领这门课考试的题型是单项选择题、多项选

择题、简答题、论述题、案例分析题， 这要求我们要寻找正

确的答题方法，把握不同的答题要领。 ①选择题覆盖面广，

可以较真实地考核考生的记忆、理解、判断和推理能力。能

否做对 这种题主要取决于考生的基本功，但是也有适当的技

巧，譬如说可以适当运用排除法， 即 先把错误的答案排除，

剩下的就是正确答案。 ②简答题即简要回答问题，其要求是

简明、准确、有层次，不需要写的太多。太多了浪费时间，

也无助得高分。 ③论述题。它一般是要求我们运用所学的知

识联系当前实践中的重要问题加以分析和说明。 回答论述题

首先要观点正确，论述全面；其次联系实际，具体分析，做

到恰如其分，不能牵 强附会，或光写空洞口号。 4.最后认真

检查做完全卷后，认真检查试卷。仔细查看姓名、考号、准

考证号是否有误。对所答内容即使感 觉很有把握，也要平静

地检查，防止误答、错答。 最后，还要告诫大家，任何所谓

的方法和技巧都是相对的，它的运用只能建立在刻苦学习的 

基础上，才能发挥好的结果。所以，考生一定要有正确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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