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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AF_95_E8_BE_85_E5_c36_452039.htm 一、做到有的放矢 为

了做到有的放矢，在复习之前，我们根据司考大纲对民法部

分的基本要求，作以下简要概括：第一，准确掌握民法的“

三基”，即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制度问题，并能以此

为工具，分析把握各类民事法律关系；第二，能够从体系上

把握民法，做到“一览众山小”；第三，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应具备良好的案例分析能力。 二、民法的学习方法与应试

技巧 从某种意义上讲，民法复习的成功与否决定着整个司法

考试的成败。一方面，民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居于基础性地

位，民法的理解与掌握以及民法思维的形成会对其他法律的

学习起着积极而有意义的作用，达到触类旁通的效果。另一

方面，从大纲为民法设定的分值与历年考试的实际情况看，

也可以说明民法复习在整个司法考试中的重要程度。在司法

考试的试卷中，民法部分位于卷三与卷四之中，分别占45％

与35％至40％（后一比例涵盖商法部分）；此外，民法理论

也是做好商法题与民事诉讼法题不可缺少的基础知识。因此

，考生对民法的重要性必须有足够充分认识，认真扎实地做

好这门课的复习。 民法自身的特殊性决定着民法这门课的复

习应该有其特殊性。民法具有源远流长、理论性强、体系完

整、逻辑性强等特点，决定着考生不能仅看所谓的重点知识

与法条，断章取义、孤立片面地复习，尤其是那些刚刚涉入

法律学习的考生更不应该如此；我们认为民法的复习应大致

遵循这样一个过程：以大纲为向导，精读细研民法的指定教



材，吃透理论；细读并适当记忆法条；大量的习题演练；上

述过程可根据考生个人的不同情况有机地循环，同时也可加

以适当的调整。 1.紧扣大纲。大纲是确定民法考试范围的惟

一准绳，因此，复习过程中绝不可置大纲而不顾。对此我们

提出如下意见，仅供参考：1做到人手一册大纲。2阅读指定

教材之前，应该泛读大纲，大致了解本大纲要考查的范围。3

阅读指定教材之时，也应不断地参考大纲规定，以大纲的要

求指导对教材的阅读。通过紧扣大纲，可以做到方向明确、

范围清楚、重点明白突出，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指

定教材是复习的基础与重点。教材是大纲的具体化。在民法

的复习中，多次阅读以达到弄通教材是复习的基础与重点，

这一点不因考生是否学过法律而有所区别（区别仅在于数量

上的不同）。原因在于：1民法理论性，采取仅看法条的办法

来复习民法，效果不会很好。那样，只能是一知半解，知其

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所学到的部分知识也是僵化的死知识，

经不住考。只有掌握民法理论，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

才能触类旁通，举一反三。2由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与不断

繁荣以及立法本身的滞后性，导致民法理论在解决民法所未

定问题上的适用，这一点在司法考试中也是会出现的，考生

同样必须予以足够的注意。这一问题也只有从对教材的理解

中寻求解决。3民法体系严密，逻辑性强，学习时需要运用系

统归纳的方法，总结出其体系性的东西，即“彩线穿珍珠”

。这样，就把知识学活了，既提高了学习的效率，也避免了

因机械记忆而带来的枯燥。综上，对指定教材的复习应是民

法复习的重点，考生必须认识到这一点。 3.弄通重点法条。

近年来，随着参加司法考试人数的逐年攀升，形形色色的相



关辅导班及辅导用书也异常繁荣，几乎让考生应接不暇。有

些辅导班也就创造出所谓的“以重点法条为主线”的独特辅

导方法，并认为这一方法有着广泛的适用性，即除法理学、

国际公法等少数部门法外，其他部门法试题95％以上是直接

以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为依据的，民商法、经济法及诉讼

法的试题中，更是高达95％以上。我们也注意到近年来司法

考试的命题，有因法条而设题的趋势，但这并不能动摇民法

的指定教材在司法考试复习中的基础与重点地位。也就是说

，这一方法的运用在民法的复习中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其

原因所在已经在前面分析过，不再赘述。但是“以重点法条

为主线”的辅导方法也有其一定的意义，正确地利用这一方

法可以为考生节省大量的时间与精力。运用这一方法要注意

以下几方面：1选准所考的民事法律法规，锁定其中的重点法

条。2解读关键性、疑难性的法律条文，弄懂法条背后所隐含

的民法理论。3注意相关法条间的适用关系，尤其是冲突性法

条间的法律适用。至于具体的民法学法条复习方法将在后面

做详细介绍。 4.习题演练与自我模测。恰当把握这一方法对

考生会有许多帮助：可巩固考生复习中已经掌握的知识点，

加深对知识的理解与记忆；可以锻炼考生运用已有的知识解

决实际案例的能力；可在潜移默化中渐渐熟悉司法考试的命

题特点与规律，逐步培养出自己适应司法考试的做题方法与

思路；可以迅速查缺补漏、及时发现错误，认清自己的复习

水平；考前的热身练习还可有利于调整出恰当的临场作战心

态、增强实战经验。要想达到上述效果必须注意以下两点：

①准确选择出质量高、权威性强的模拟练习题，否则将事倍

功半甚至误入歧途。这是对习题演练与自我模测的复习方法



的质的方面的要求。②做题要适量，不能过于迷信所谓的“

模拟题”、“仿真题”等，否则在复习效果上会得不偿失。

5.重点知识选取与记忆。我们认为，司法考试的这一复习方

法仅适用于复习备战的后期阶段，不可置于复习的开始阶段

。考生在复习的开始阶段切勿擅作主张，自划重点。此种方

法的运用应注意以下两个方面：1挑选出科学性强、权威性高

的重点知识讲解辅导用书。2注意采纳科学的记忆方法，如分

析归纳方法、体系性方法等。应该说，这一环节是一个较为

重要的环节，它既能帮助考生在复习后期做好复习范围的全

面归纳，又能使考生在最后宝贵的时间内把精力放在刀刃上

，因此考生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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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