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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_E7_A1_95_c80_260710.htm 学习建议 1、对法理学来说，在

复习时，首先要按照新大纲《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入学联考考试大纲》从整体上把握这门课的基本框架和逻辑

结构。要按照考研大纲的要求，对法理学科所涉及的知识进

行整理，初步形成知识点的网络结构。在熟练掌握这门课基

本内容的基础上，要重点归纳理解基本原理。学习某一具体

的原理时，要注意结合有关的历史背景和社会事实，通过深

入分析背景资料和这些事实，弄清这一原理的形成过程、重

要影响和历史作用；注意联系实际，学会运用这些原理对某

一实际问题进行分析，以加深对这些基本原理的理解和把握

。 2、对宪法学来说，要熟读宪法法条，最好能够背熟法条

。当然，在看法条的同时，还要加强理论学习，力求对宪法

学有全面系统地把握。法律硕士联考题目的理论性和综合性

在加强，所以掌握一些本学科的基本原理显然有助于分析和

解决问题。宪法学中需要掌握的基本原理有：宪法的最高性

与至上性；宪法起始于资本主义社会，目的是防止国家权力

对公民权利的侵犯；我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

代表大会是国家权力机关，它产生并监督其他国家机关，如

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我国经济制度的核心是社

会主义公有制；公民权利的保障是宪法的重要内容，其限制

应由国家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并且须基于保障社会公共

秩序和他人的合法权益的目的，当然公民行使权利也要依合

法程序等。 3、掌握主要朝代立法指导思想、法典内容、特



点及相关司法制度 由于中国法制史的一些知识点有着某种必

然的历史联系，决定了采取归纳总结的方法的可取性。归纳

总结的知识点有纵向归纳法和横向归纳法两种方法。纵向归

纳法就是把某个知识点的各个历史发展时期采取纵向归纳的

方法，找出其中的必然联系。纵向归纳的好处在于，它能够

使得考生对于相关知识点建立了必然的联系，这从根本上解

决了相关知识点记忆不清的弊端。除了大理寺这个知识点采

取纵向归纳的方法以外，其他知识点，例如刑部的历史沿革

、监察机关的历史沿革、死刑复奏制度的历史发展、凌迟刑

和刺配刑的历史发展等，都可以进行纵向的归纳总结，找出

相应的历史联系，从而达到一劳永逸地记忆目的。纵向归纳

法解决了纵向历史发展过程中必然知识点之间的联系，但是

对于横向的知识点，应当采取横向对比的方法加强记忆。比

如对于三法司，隋唐宋时期是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明清

时期是大理寺、刑部和督察院。这种横向对比，有利于区分

相同和不同时期司法机关的职权及其划分。当然，纵向归纳

和横向对比结合使用，效果更佳。 中国法制史上，虽然有一

些问题并不是具有必然的历史联系，但是基于职权、性质和

宗旨等原因，这些知识点往往可以归纳在一起实施记忆。比

如，对于立法问题中存在的许多第一，就可以归纳在一起来

记忆。此外，其他类似的知识点，特别是容易混淆的知识点

进行归纳，也有助于记忆，比如宋朝的提点刑狱司、元朝的

肃政联访司、明朝的提刑按察司、清末的提法使司等，虽然

名称相同，但是职权大不相同，这些知识点是十分容易混淆

的，归纳总结则会克服记忆混乱的弊端。复习中国法制史的

过程中，做到擅于归纳总结无疑会缩短复习时间，达到事半



功倍的效果。 参考书目 要想学好综合课，首先要给自己选好

学习材料。我个人推荐以下几种： 1、《考试大纲》 《考试

大纲》是必不可少的，第一、大纲指明了复习的范围；第二

、通过比较新旧大纲可以发现今年新增和删除的内容，进行

针对性的复习；第三、大纲明确了争议问题的立场，是考试

的既定方向。与此同时，《考试大纲》也由它的缺陷，第一

、大纲过于精简，未给出识记、重点和难点，这必然增加考

生的复习难度；第二、没有指定与《考试大纲》配套的辅导

教材，所有书目均只起参考作用，对考生来说，选择一本参

考价值高的书就显得极为重要。。 2、《联考指南》 刑法的

教材虽然很多，但对于法硕考生来说，《联考指南》无疑是

和考试最为接近的一本，最有参考价值，所以考生可以认真

仔细的研读，当然，《联考指南》也会有错误，所以大家要

有求证精神。 3、《考试分析》 《考试分析》和大纲也是比

较接近的，它也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所以考生在复习时也应

该学习、参考，这本书和《联考指南》比起来，联考指南比

较基础而考试分析比较精炼，所以它比较适合看了指南后有

一定基础的考生，在后期，这本书会提高大家的复习效率。

4、相关的法律条文。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选举法》等相关立法、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等。

5、习题。 选定一本历年试题分析，选和教材配套的真题书

进行分析，预测今年的考点；选定几套模拟题。在考试前的

一段时间，集中精力做几套模拟题测试自己的复习成果，查

漏补缺，提高学习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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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