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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49/2021_2022__E5_90_8D_

E5_B8_88_E6_8C_87_E5_c80_449138.htm 研考进入冲刺期，有

些考生在做法硕联考模拟题民法部分的题目时，没有掌握正

确的解题技巧，影响了成绩。辅导老师孙振国说，考生在做

民法的题目时要掌握3种解题技巧。 孙振国说，考生在答民

法部分的题目时，首先要找准“题眼”，通过缜密分析，构

建民事法律关系。找准“题眼”即确定该题考核的知识点。

考生要注意，近年考题有司法考试的倾向，部分题目往往糅

和几个相关知识点共同命题。考生如果能准确找出“题眼”

，就等于将该题做对了一半，同时避免“跑题”。考生通过

缜密分析，构建民事法律关系的过程就是考生根据所考的“

题眼”，即题目所考核的民事法律制度，全面收集对该制度

有意义的法律信息，运用已掌握的法理知识，构建民事法律

关系，进而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 考生还要掌握“因

法设题”与“因题找法”的做题思路。“因法设题”是命题

者的一种命题思路。命题者一般是先在头脑中确定要考查的

内容与知识点，然后寻找所要考查知识点适用的法条，并根

据法条具体设计考试的题目。“因题找法”即要求考生把握

命题者的这一命题思路，答题时有针对性地采取一种逆向的

思维方式解题。实践证明，上述解题思路是有效可取的。 考

生在解答民法案例分析题等主观题时，一定要理清思路，通

盘考虑后再统一答题。许多考生在平时复习时，没养成动笔

的习惯，做题往往只在头脑中形成抽象模糊的大致答案后，

就急于翻看参考答案，导致在考场上答题时眼高手低，对问



题似是而非、思路不清，结果在试卷上过度修改，大大影响

了得分。正确做法要先理清思路、对所考核问题通盘考虑后

再解答，避免思维闪烁不定。这一习惯的形成要求考生在平

时练习时自我严格要求、模拟考场，勤于动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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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