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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8_E6_B3_95_c67_269535.htm 刑事诉讼法作为卷二及卷四的

重头戏，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我们要想学好刑事诉讼法，就

必须对刑事诉讼法的学科特点有所了解，掌握正确的复习方

法，这样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刑事诉讼法作为程序法

，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法律规定非常复杂，涉及的知识点呈现

多、杂、散的特点。而且，与其他两大诉讼法相比，它们之

间既有相同之处也有细微差别，一不小心就会将三大诉讼法

的相关规定张冠李戴。但是，刑事诉讼法也并非“高不可攀

”，掌握正确的复习方法和答题技巧，基本上都能拿到这门

学科的大部份分数，甚至可以拿到满分(本人有过这样的经

历)。与刑法、民法这些体系庞大、理论基础深厚的实体法相

比，相同时间和精力的投入，刑事诉讼法的“产出”更能让

我们欣喜！ 刑事诉讼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

在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

，解决被追诉者刑事责任问题的活动。因此，刑事诉讼法的

范围涉及到了从侦查、审查起诉、提起公诉(或自诉)、一审(

包括简易程序)、二审、再审、死刑复核到执行程序的各个阶

段。我们在复习过程中，就可以以此为主线，掌握每个阶段

的相关法律规定，明确公检法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此

阶段享有的权利及应当履行的义务。以诉讼阶段为主线，以

诉讼主体的权利义务为重点，刑事诉讼法的就有了一个较为

完整的体系和轮廓。 在复习刑事诉讼的过程中，我们还应注

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要对法律法规有足够的重视



。刑事诉讼法是程序法，操作性较强，法律规定也较细，司

法考试的历年试题也大都针对法律法规来出。这就要求我们

对相关法律法规非常熟悉，而且还要能融会贯通的理解。当

然，我们不主张死记硬背，理解基础上的记忆才能更深刻。

一方面，我们要适当加强基础理论的学习，理解立法目的和

精神；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借助一些图表来帮助记忆。如有

关侦查阶段的立案问题，我们就可以画几个流程图：正常的

立案侦查，移送起诉是一个流程；公安机关不立案，检察机

关如何监督，程序如何进行又可以画一个流程图；公安机关

不接受检察机关的立案监督，被害人如何救济，如何将公诉

案件转为自诉案件又可以再画一个流程图，如此等等。其次

，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得过于原则和粗糙，司法解

释在实践中起到了很重要的指导作用，而司法考试很多问题

的解决也大都依赖于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因此，我们在看

法条时，一定要注重司法解释的规定，尤其是最高院的《解

释》，最高检的《规则》，六部委的《规定》等。最后，在

复习刑事诉讼法的过程中，还要学会善于比较和总结。三大

诉讼法有很多知识点容易混淆，我们应该有意识的将这些知

识点列举出来，加以比较，强化记忆。此外，在看辅导用书

及法条的时候，还应该有总结的习惯，如有哪些情况需要由

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出具证明等。 以上谈了一些关于刑

诉法的复习思路，至于答题技巧，我想再说两句。刑事诉讼

法是卷二的重头戏，卷四中也会有一至两道刑诉题，我们在

做选择题的时候，一定要看清题目涉及的是哪些知识点，将

题中的小案例提炼为知识点，然后对应大脑中的相关记忆区

域，准确作答。在作卷四的案例题或文书题时，按照案件流



程，逐个分析各个阶段中诉讼主体的相关行为所对应的法律

规定，不要为一些文字表述所迷惑，关键是要看案例背后的

法律行为！ 刑事诉讼法的学习是司考成功不可或缺的重要基

础，以上只是简单谈了一下个人的一些看法，是否合适，还

得因人而异，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只要我们努力了，就

会取得应有的回报，尤其是这种注重程序规定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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