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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6_B3_95_c80_225438.htm 把握好复习方法能有效提高学

习效率，是考研成功的保障。一切应试能力都是建立在认真

复习、扎实吃透教材、全面掌握各个知识点、不漏一个死角

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在考场上答题发挥自如，考出

高分成绩。那种抱着侥幸心理，碰碰运气的考研心态，只会

名落孙山。必须明确这一点才能踏踏实实搞好复习。对于非

法律专业考生要重新学习一个新的专业知识领域，把握好复

习方法尤为重要。下面就法律硕士考研复习方法提几点建议

： 一、把握教材、认真复习 教材是考研指定用书，法律硕士

联考指定用书都不会超出教材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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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全面、

牢固地掌握教材内容，不可本末倒置，以自己选购复习资料

、模拟试题之类的东西为主取代教材，这是切忌的。必须以

教材为准，围绕教材内容展开学习，这是复习时应明确的首

要问题。法律硕士考试使用教材从 2000 年开始国家就指定使

用《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联考考试指南》及其《法律硕

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联考考试大纲》。该书为全国法律硕士联

考院校考试指定教材，是命题和答题的依据。由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出版，主编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曾宪义。该

教材每年 8 月份左右会在原版的基础上出新版，基本上没有

多少变化，只有很小的改动。所以考生在新版指定教材未出

版之前可以继续用上一年的教材《考试指南》。十分重视教

材是因为考题的范围、内容、重点都在教材之内，与考试有



关问题的观点都与教材密切相关。所以复习一定要以教材为

准，这样才能事半功倍、成绩显著。特别是在跨专业、学习

时间短的情况下，吃准教材十分重要。 二、全面复习与重点

复习相结合 所谓“全面复习”是指考生在复习专业课时应对

教材的内容全面掌握，不能凭主观感觉猜测哪些内容考、哪

些内容不考。复习时应持正确的态度，即全面复习、全面掌

握、把握基本概念和基础知识，建立起知识点之间的联系，

形成完整的法学知识体系。这样才能融会贯通，全面、准确

、牢固、深入地掌握教材内容。考研试题覆盖面较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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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更多地投入时间和精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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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所占分值很高，投入

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是应当的，也是值得的。从近三年法律硕

士联考试题来看，刑法、民法是重点，难度略大些，知识面

较宽，且出题倾向学术热点和社会焦点。综合课的考题一般

比较浅显，主要考查考生的基础知识是否理解掌握。一般而

言，综合课的复习记熟各个知识点即可，无须深究。但是每

年考试综合课最后都会有一道论述大题。这就要求考生复习

时要把各个知识面串起来与现今社会发展理论热点相联系。

多关心现今社会现象的焦点、热点问题。所以考生在专业课

复习中应当把握全面复习与重点、热点结合起来复习。 而重

点、热点分析则是探讨该学科重点理论问题和近年的热点问

题，希望能引起足够的重视。总之，全面复习与重点复习同

等重要，缺一不可。全面复习是重点复习的基础，重点复习



是全面复习的深化，二者是“广与精”的关系。 三、熟记法

律条文 法律条文常常是法学和法律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一

项重要考查内容，不仅民法、刑法专业试题如此，综合课也

不例外。不仅选择题、判断题、辨析题，有时甚至论述题也

是如此。因此考生对重要的法律、法规和新颁布实施或修订

的法律、法规必须牢固掌握、熟记。纵观历年试题，熟记法

规能考出最佳成绩，希望考生对此予以高度重视。 四、认真

分析历年试题，有针对性地练习 对教材及相关材料复习二至

三遍之后，可以认真分析历年试题。因为历年试题的题型代

表一个方向，对明确复习方向、启发复习思路、确定复习范

围和重点、做好应试准备都具有重要作用。考生在分析试题

时主要应了解以下几个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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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要有针对性进行练习。 既可以检查自己复习的效果，

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以待改进；又可以巩固所学知识，使

之条理化、系统化；还可以增长“实践”经验，到考场上就

会感到轻松自如，尽情发挥了。进行有针对性的练习，最佳

方式是模拟考试，做历年试题然后进行评分，总结得失。 五

、关注重点、热点问题，阅读报到，扩大知识面 研究生入学

考试能考出高分成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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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解决焦点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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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 30% ，考生不可忽视，在分

数上拉开距离的往往就是在这个地方。例如 2003 年法硕联考



综合课论述题“试论司法的中立性”。这类题目不仅要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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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研复习虽然紧张，

仍应抽出一点时间阅读报刊。建议考生阅读《人民日报》、

《法制日报》、《法学评论》《政法论坛》等报刊，从而了

解最新学术动态，关注法学重点、热点问题，关注我国司法

改革、法制建设的焦点问题，这非常必要。以此为基础写出

论文、小结。简答题和论述题是法硕考研中必考的题型，一

般分值比重很大，对考研成绩起决定性作用，也是考查考生

是否具有广阔的知识面的主要题型，同时，也是难度最大的

题型。因此考生应留意专业课中的重点、热点问题。再次是

案例分析题型，这要求在吃透教材的基础上多做案例试题，

在做练习中分析案例，从中理解法理和法条的意思。只有这

样一旦考试时遇到相同或相似的题目，定会一目了然，信心

百倍，轻松自如，其结果一定令人惊喜。 能做到以上几点建

议，我想专业课一定能实现270 分，法硕考研成功在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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