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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B_9B_E6_8F_90_E9_c36_249321.htm 论述题在司考中所占

比重越来越大，因此答好论述题对考生而言至关重要。而卷

四两道共７０分的论述题，从出题者的本意来看，绝对不是

为了考查现行的法律知识点，而是意欲考查考生的法学基本

素养，这就不可避免地要考查法律的“前瞻性”和“现代性

”。如果考生仅仅依照现行的法规、法条作答，就会感觉无

从下笔或者言之无物。 从阅卷的角度来看，对于一篇８００

字左右的论述文，能够提出一个观点并把它阐述清楚就很不

错了，不可能面面俱到。如果在论述题的训练中刻意追求全

面，其结果可能适得其反，对提高论述题的分数没有益处。 

论述题模板法答题技巧 论述题模板法答题技巧的核心是文章

结构训练、起草提纲训练、卷面整洁训练和法言法语训练。 

第一，文章结构训练。通过八股式模板答题法的系统训练，

使得考生有一个清晰的写作思路，彻底解决无从下笔的问题

。 第二，文章提纲训练。训练快速分析题目并列出提纲的能

力，这是文章成功的关键，而如何确立观点或者叫文章论述

的切入点是我们这种模板式训练的关键要素。我们这种模板

训练就是帮助考生找到正确的观点，哪怕仅仅是一个观点，

也可以取得其相应的分数。 第三，卷面整洁训练。如果论述

题规定是６００字的话，若要取得较高的分数，根据阅卷老

师心理分析可以知道，最好的字数是在８００字到１０００

字之间。规定了字数后，剩下的就是保证每一个字的书写都

不要“出格”，字体并不要求优美，只要整齐、整洁就可以



了。因为一张整洁的试卷给老师的良好整体印象是再重要不

过的问题了。 第四，法学专题训练（应试法言法语）。虽说

是论说文写作，但它首先是司法考试的论说文写作，要尽量

避免通篇的大白话，要尽量用法言法语。其实解决这个问题

的方法很简单，除了自己平时的积累以外，有意识地去背一

些法学谚语是一个不错的办法。当然，谚语只不过是点睛之

笔，法学各部门法的专题训练才是提升考生法学语言能力的

根本。 论述题八股模板式答题法 论述题完全可以当作我们熟

悉的论说文来写作。根据对数千优秀论说文的考查和研究，

我们发现，几乎所有的论说文都遵循着一种固定的模式，即

论述题八股模板式答题法。 第一股，原材料概述，提出文章

总的观点。对于一篇完整的议论文来说，所发议论总要有个

由头，因此，原材料概述就是这个“由头”。有些类似我们

在小学学习课文时老师让做的那个中心思想，所以，这个能

力的训练实际是在恢复小学就系统训练过的能力，按照现在

的话来说，叫概述原材料。既然是概述就要详略得当，既要

避免照抄原文，又要把原材料中最核心的文字保留下来，对

于比较短的原材料是可以照抄的。 文章总的观点是在分析原

材料的基础上得出的，主要是判断命题人要考查的法律问题

是什么，这是全篇文章的关键所在。提出观点一定要准确、

清晰，避免模糊和模棱两可。对于评论型的论说文只需按照

自己的理解提出自己的观点就可以了；对于观点型论说文，

要明确表示自己赞同哪一方的观点。提出观点这一段，可以

简要说明原因，也可以仅仅提出观点，留待后面去论证，具

体如何操作，以文章整体字数和篇幅的基本要求为准。 第二

股，主要概念的界定。这是最简单的问题，但却是大家最容



易忽视的问题。很多考生写的文章缺乏专业水准，一个重要

的原因就是文章里缺乏法律概念。但我们又不能随意写一些

无关的法律概念，应当在提出观点后论证这个观点所涵盖的

法律概念，这样可以使得我们的文章更像法学的专业文章。 

第三股，为什么会提出这个观点原因的分析，理论的或逻辑

的。 第四股，提出这个观点的好处。 第五股，不按照这个观

点去做的坏处。 第六股，如何才能做到这样。 第七股，应该

注意哪些问题。 第八股，总结和提升全文观点：口号，略写

。 论述文有虎头、猪肚、豹尾之说，虎头就是观点的提出要

鲜明、有力；而中间的论证部分要厚实、言之有物，像猪肚

那样富有营养；结尾部分要像豹尾那样果断有力，也就是呼

应中心观点。对于阅卷老师来说，在紧张的阅卷过程中，对

于一篇文章的把握主要是看题目、找观点、注意结尾。只要

这三个地方清楚、明白，基本上就能确定你的分数了。按照

八个模块来写未必就一定要写成八段，由于应试作文的特殊

性，时间往往很紧，因此，我们把上述的八股合并成三块五

个段落，会更具有可操作性，也更容易获得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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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