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律硕士考试最老实的复习方法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

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78/2021_2022__E6_B3_95_E

5_BE_8B_E7_A1_95_E5_c80_278384.htm 法律硕士考试最老实

的复习方法 考研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复习范围。有的学校不

指定教材，不公布历年考试题目，而弄清复习范围十分重要

。法律硕士联考似乎不存在这个问题，联考科目的命题范围

和出题依据是两本书：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

会编写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联考考试大纲》(简称《

大纲》)和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司

法部法规教育司组织编写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联考

考试指南》(简称《指南》)。另外，历年联考题目也是公开

的。 划出考试范围有利有弊。有利之处是束缚出题人的手脚

，使考试内容、形式定型化甚至机械化，但减轻了考生负担

。弊端是学生过分吝啬，不愿超越考试范围一步，以为将指

定教材知识点记住就行了，不愿浪费精力把握教材内在的知

识体系。结果，碰到稍微陌生的问题就怀疑“超纲”，出题

稍微灵活就不适应。正确的态度是：指定教材无论厚薄，都

要透彻掌握。 有的考生担心考试难度增加，如果仅仅看指定

书目会考不出理想成绩。我认为教材内容很基本、很全面，

考试的答案全在其中。如果熟练掌握，不可能得不到理想成

绩。在书本还没有熟悉之前钻研什么难点、热点或疑难案例

，做模拟题，上辅导班，效果会很差。当然，在打好基础之

后做这些事情，效果就会不同。 另一个问题是每年考试内容

可能有变动。应对之道有二：第一，调动一切资源，收集内

幕信息。但是，我认为，对大多数人来说，不宜在这方面花



费太多时间和精力，否则得不偿失。第二，以不变应万变。

大家可以验证，历年考试内容都没有大变。考生可以按照上

年的大纲和指南准备当年的联考，打好基础，新大纲和指南

出来之后再学习调整的部分，填补到已有的知识框架中，这

并不费力。 复习深度：假象 因为法律硕士只允许非法律专业

考生报考，考的却是法律专业课，不可能考得很难。法学虽

然博大精深，法律硕士联考也只能涉及冰山一角。法律硕士

联考三门专业课程的考试基本上凭一本《指南》即可应付，

而要参加法学研究生考试，通常需要多几倍的阅读量，难与

易的差距可见一斑。 在考研复习深度问题上，我的感受是“

无深度”加“假深度”。“无深度”，指对选择、填空、判

断正误、名词解释、简答之类题目类型，官方的说法是考察

基础知识，实际是书本中有现成答案，背诵教材即可。至于

如何背，大家可以各显神通。“假深度”，指对论述题，官

方的说法是考察能力为主，没有完全现成答案，颇让一些考

生害怕。其实，受考试方式和考试时间的限制，顶多能在一

道题目上写出两千字左右，无法更充分地展开。答案的主体

框架书本上有，只要在此基础上，翻阅几篇学术论文，填充

一些教材之外的新观点或者新材料做装饰，以吸引考官的“

眼球”，就可以拿到比较高的分数。 如果按照本文下面推荐

的阶段循序渐进地学习，把握学习深度就不成问题了。开始

阶段要求对某个知识点深入掌握是做不到的，比如上辅导班

，老师要求对某问题“了解”、对某问题“理解”、对某问

题“全面把握”等等，对于书读得不熟的学生意义不大。复

习到最后，全部知识体系一目了然，重点非重点自然会突出

出来。 复习阶段：三步走 法律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概念繁多



，理论艰深抽象，让人感觉不知如何着手。翻阅两三遍，不

知所云。幸亏我政治成绩优异是从背诵口号和语录开始，于

此得到启发，于是我从教材中摘抄重点语句，死记硬背。记

忆熟练后，再深化、展开。碰到试题竟然能生搬硬套。我感

到兴奋，又感到悲哀！ 我的经验是：不要在某个问题上孤军

深入吃力钻研，而是循序渐进，逐步深入，先从面开始打下

基础，再由面到点寻机突破，做稍微深入的研究，最后再由

点到面将深入的认识融合为一个整体。具体而言，复习可以

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不求甚解，“死记硬背”。这

个阶段属于打基础阶段，主要任务是记忆基本知识。但是理

解能力有限，因此能理解最好，如果不能理解也不要强求，

“死记硬背”效率可能更高一些。拿起书来泛泛的读，不求

甚解，只要能对书中的大致内容有一个朦胧的表面印象，有

一个框架性的认识，将其中的要点整理出来，反复地看，直

到能够背诵。 提问频繁的人大多问两种不必要的问题：一种

问题，因为不熟悉书本而问，其实书本中有现成的答案；另

一种，因为不熟悉考试而问，问题很高深、很前卫、很有研

究价值，但是考试中不大可能出现。应该先打好基础，不要

好高务远。 第二个阶段，生搬硬套阶段。将死记硬背的要点

展开、深化。死记硬背毕竟有限，不可能将一本书一字一句

全部背诵下来。要将要点展开，只要稍微动动脑筋。比如记

住了“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

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

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是正当防卫”，正当防

卫的构成要件尽在其中，在一二三四之后列出“为了⋯⋯”

、“正在进行”、“不法侵害”、“对不法侵害人”、“明



显限度”，稍微阐述，就可以取得一道简答题或者论述题的

大部分分数。 第三个阶段，为综合阶段，将前一阶段的知识

点串起来，形成一个综合的体系，突出重点问题并强化之。 

世界是普遍联系的，知识点也是普遍联系的。将知识点联结

成一个网络，考试时不会遗漏要点，论述时全面周到。复习

最好应该达到这样一个水平：能够用一根线索将全书主要内

容串起来。比如用民事法律关系为线索，可以串起民法。 理

论重点要深入研究，不拘泥教材要求。理解越深入，面对问

题越从容。 可能有人认为这个阶段对考试不是必须的。其实

不然。涉浅水得鱼虾，涉深水得蛟龙，涉深水后回头捉鱼虾

，高屋建瓴，自然容易很多。考场上万一忘记了某个知识点

，理一下知识网络可能能够理出来。刑法和民法所占分值较

多，理论要求相对高一些，水平高的考生可以发挥真功夫。

可以看一看比较权威的法学本科教材；如果对教材还不满足

，再看看法学名家的专业著述，“腹有诗书气自华”，说出

来的话自然有境界，这自然会提升分数。 复习重点：靠自己 

考试重点在哪里？当年上某个“押题专家”的政治串讲班，

让我醒悟。“押题专家”押了好几道，听众不满，不可能考

这么多呀？“押题专家”说：我押的都是重点，今年不考明

年考，明年不考⋯⋯终究要考！ 所以，不要迷信一家之言。

要认识以下两点：第一，理论核心是重点。法学的理论性和

体系性强，考试不能回避。刑法不能不考犯罪构成，民法不

能不考民事法律关系，宪法不能不考国家机构和公民权利。

第二，考试逻辑。考试要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考理论和实际

中的热点。因此，考生要关注一切权威性渠道，同时不忽略

小道消息。发现重点的途径有：第一，试题类，如法律硕士



历年试题、法学硕士考试试题、自学考试试题，司法考试试

题。模拟题一般是粗制滥造的，千万不要相信。第二，报纸

，一份《法制日报》即可。第三，杂志。首先要看最高人民

法院公报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报，对案例题可能有用。其次

看权威的学术刊物，如《中国法学》、《法学研究》、《中

外法学》，了解一些学术前沿问题，对论述题有益。 下面是

本人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刑法。刑法的理论核心是犯罪(行

为)论，而犯罪论的重点是犯罪构成理论，其内容几乎贯穿整

个刑法体系，其他许多内容不过是犯罪构成问题的具体应用

、修正或者补充，比如犯罪形态、共同犯罪、正当防卫与紧

急避险等，讲的是犯罪构成某方面要件的特殊问题。考试中

成为难点的问题，如区分犯罪预备、犯罪中止和犯罪未遂，

只要检索一下其客观要件(行为)或者主观要件(自愿与否)，问

题就解决了。整个刑法分则也不过是犯罪构成在具体犯罪上

的展开：但有一部分是以分则的犯罪考总则的知识，对一般

犯罪，凭借上述理论就可以解决；对于某些特殊性的规定，

稍微记忆一下，也不是难点。因此，学通了犯罪构成就等于

学通了刑法，要舍得在这一部分下工夫。我学刑法是将一多

半的力量用在了犯罪构成上面，先反复读了几遍，后来将其

中要点摘要抄写了下来，背诵下来。刑罚论理论不多，只要

看看要点即可。 刑法分则主要集中在几种犯罪上面，即所谓

“常见性、多发性犯罪”。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国防利益

罪和军人违反职责罪几乎可以不看，因为出题的概率小、分

值低，出大分题目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对于其他犯罪，重点

把握财产犯罪(侵犯财产罪和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

和职务犯罪(贪污贿赂罪和渎职罪)。其中要特别注意区别近



似犯罪。 民法。学习民法要以民事法律关系为线索，整个民

法多是民事法律关系各要件的具体展开。法律规范是建立民

事法律行为的前提，法律事实尤其是建立民事法律行为的关

键。法律行为的核心是意思表示，它蕴含了民法意思自治的

理念，法律行为的成立和生效多与此有关。如行为因欺诈、

胁迫而无效，就在于意思表示不真实。不论复习还是考试，

只要抓住这根线索，将各个知识点在民事法律行为中的位置

搞清，很多问题就变得简单明了了。比如案例分析题目，好

象很复杂，其实只要找出其中的民事法律行为，答案就出来

了。 法理学。首先应该注意基本概念，如法律规范、法律部

门、法系等。其次，应该关注热点问题，如依法治国，法律

与经济、政策、道德的关系。但是对于有争议的问题不必过

于关心，除非总书记有专门论述或者写入十六大报告。如司

法独立和司法权的性质，只要记住一句“司法是判断”就行

了，作者对司法十大特点等等的长篇大论只不过是一家之言

，不必理会它。 宪法。重点是宪法基本理论、国家机构和基

本权利。基本理论和基本权利主要考概念和宪法条文。国家

机构主要考条文，最好熟悉宪法条文。宪法考论述题可能性

不大，因为重大法律问题往往同时是宪法问题与法理学问题

，在一张试卷中不可能重复考。宪法的热点，因为刑讯逼供

严重和人身损害赔偿问题，应当重视人身自由；因为宪法诉

讼，应当重视宪法监督，特别是对外国制度的介绍；因为人

大换届在即，应当重视选举制度。 中国法制史。中华法系几

千年，内容太多，又没有理论体系，复习似乎很难。其实，

领会了学习中国法制史的目的，重点就突出了。学习目的有

二：第一，是为了了解中国法制曾经有过的辉煌，树立民族



自豪感，坚定建立法治国家的信心，为此要关注中国法制史

上的成就，如法经、唐律等立法，“五听”、三司会审、马

锡五审判等司法方法等；另外一个目的是批判历史糟粕，肃

清封建遗毒，如“七出”、论心定罪、八议等。对于一般性

的规定，不必浪费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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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