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法》复习指导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

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79/2021_2022__E3_80_8A_

E6_B0_91_E6_B3_95_E3_c36_479823.htm 由于民事法学在整个

法律体系中位居基础与核心地位，因此民事法学在以往律考

试题中占有重要份量，虽然2002年实行“三考”合一制，但

其高分大户的位置并不会改变。最近三年的律考中，民事法

学平均分值为102分，2000年考试高达123分。同时民事法学的

试题难度不断攀升，该部分的试题越来越具有区分度，成为

检验考生水平高低的“试金石”。尤其在历年民事法学的案

例题中，考生得分率较之于其它案例题都偏低。有鉴于此，

有理由认为：民事法学的考题所占分值大、难度高，将是整

个司法考试的“爬坡区”之一，对该部分的掌握程度将直接

决定着考生最后的考试成绩。重民法则通过有望，轻民法则

必受惩罚! 一、民事法部分总体命题趋势 由于司法考试同时

注重考核考生律师、法官和检察官的法律实务能力，因此民

事法部分的总体命题将出现以下趋势方向： 1．命题的理论

化色彩日渐浓厚。命题专家在头脑中找到了某一待考的民事

理论之后，据此按图索骥，编排案例，作纯粹的理论预设，

甚至不惜将诸多奇事齐集于同一案例，这正是民法部分考题

区别于其它部分法案例分析题的特点。 2．对考生知识综合

化、体系化的要求日益突出。一个案例同时涉及到民法总则

、物权法、合同法、侵权法等领域，甚至与商法联系起来出

题。 3．对法条理解与应用的深层次化。较之于过去对法条

单纯的考查而言，这些新题具有更强的迷惑性与更高的难度

。 二、考生复习过程中的应付策略 1．反复练习和揣摩近几



年来的民事法部分律考真题，至少练习三遍。只有通过对真

题的反复练习，才能真正感悟前述的种种趋势，才能把握考

试的重点、热点，培养命题思维方式，即读完题干所直接交

代或隐含的信息后，即可猜想出出题人的命题意图或用以迷

惑考生的“陷阱”，从而加快阅读速度，提高抗干扰能力。

2．加强民事法学理论的学习。由于民法部分命题理论化、模

式化和抽象化的命题特点，因此考生仅仅熟练掌握民事法律

规范还远远不够，民法基础理论素养的高低将直接决定着考

生得分之多少!况且理论素养不仅对考生顺利通过司法考试有

直接帮助，而且对其以后的执业生涯显然是大有助益的。 3

．增强对民事法学知识的体系化把握。应该将其放在与之有

本质关联的其它理论所共同构成的知识链中去整体把握，才

能有效应对近年来民事法学命题的综合化、跨部门化的命题

趋势。 文章出处：东方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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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