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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80_83_E8_BE_85_E5_c36_480317.htm 宪法是司法考试中一

门比较“鸡肋”的学科，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从分值来看

，在司考总分600分的框架下，保持在20-22分之间，2006年考

了21分；从知识点来看，宪法的知识点却不少，包括宪法的

基本理论、国家基本制度、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历次宪

法修正案的内容、宪法的实施及保障，简言之，基本可分为

理论和法条两大板块。很多人复习宪法有吃力不讨好的感觉

，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却未必能记住多少。 我们在分

配复习时间的时候最好把握一个原则，那就是按照分值来安

排复习时间，对于宪法，投入时间过多，就会影响其他更重

要的部门法的复习；另一方面，虽然司法考试是一门放弃的

艺术，但投入时间过少或完全放弃宪法又是痛苦的，尤其对

于那些水平在360分上下浮动的朋友更是不能承受之重。明智

的选择就是提高复习效率，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掌握大量的

知识点。俗话说“看菜下饭、量体裁衣”，针对宪法知识的

不同板块，我们就要采取不同的复习方法正确应对。 那么首

先看看理论板块，主要包括宪法的概念特征、宪法史及其分

类、宪法的基本原则、宪法的作用、宪法规范、宪法关系、

宪政、宪法的渊源和结构，理论部分分值较低，占宪法分值

的三分之一左右，所以要抓准复习的对象。我们总结历年宪

法理论板块的真题，发现其中的考点都不会超出法律出版社

每年的参考用书上的相关内容。所以，复习这个板块，要抓

住参考用书，把宪法理论内容的那几十页背熟就可以了。记



忆要注意先理解其逻辑、后串联其体系。另外，注意把握近

两年宪法理论部分考察的趋势，我总结为两大趋势，一是跟

踪社会热点，对当年的社会政治热点往往有所反映；二是侧

重宪法史的考察，对于参考用书中明确点出年份的知识点要

多留意。 法条板块是宪法的主力军，宪法法条考察的特点是

：1、极高的精确度要求，毫厘之差就会全盘皆输，浪费劳动

；2、出题比较偏，常规的知识点考查较少。那么针对性的复

习方法就是： 提高法条掌握的精确度。要提高精确度，首先

就要对法条的含义有准确的理解，找准考点，要从纷繁复杂

的文字中找出有效信息，剔除无效信息，给法条瘦身。什么

叫可考性？就是不能简单得太通俗易懂，也不能难到谁都不

懂，判断可考性最简单的标准就是历年真题。同时，由于知

识点往往分散在数个法条之中，我们需要将立法者的语言用

自己的语言重新组织编排，相当于重新编一次司考法条，简

化记忆的难度。 试举宪法典第六十二条为例(条文不赘述)，

该条规定了全国人大的十五项职权，但分析后发现，具备可

考性的不过四类，即立法权、宪法监督权、人事任免权、行

政区域设置权。立法权，包括修宪权和制定修改基本法律权.

宪法监督权又可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监督权结合掌握.人

事任免权又分为两类，选举产生和根据提名决定产生. 行政区

域设置权又要和国务院以及省级政府的设置权结合起来掌握(

《宪法》第八十九条、第一百零七条、《地方组织法》第六

十八条)，全国人大可以批准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建置、决

定特别行政区的设立及其制度，国务院可以批准省、自治区

和直辖市的区域划分，批准自治州、县、自治县、市的建置

和区域划分，省级政府可以决定乡、民族乡、镇的建置和区



域划分等等。这样就把信息量至少从15减到了4。 做题时对自

己要有自信。有的考生可能由于性格的原因，对自己不太自

信，在考场上把答案改来改去，最后往往改错。这就提醒我

们，宪法试题由于对精确度要求非常高，干扰项必然很具有

迷惑性，我们必须相信自己，相信自己做题的第一感，大量

事例证明，做司考题的第一感往往是正确的，因为它是人大

脑的记忆库对外界刺激的最本能最真实的反应。 尽量口诀化

。宪法法条以内容多、数字多而著称，化繁为简的捷径就是

尽量口诀化。口诀化的妙用在于，一个字可以记住一个知识

点，一个口诀有多少字，就能记住多少个知识点，如由全国

人大选举产生的领导人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

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就可以口诀化为“两高三主席”。 对比记忆。宪法

中很多制度往往有微妙的差异，不细心就容易掉入出题人的

陷阱，这就需要经常对比、总结不同制度的异同，做到有条

不紊。例如《选举法》第四十七条规定了罢免经过直接选举

产生的(县乡级)人大代表要经原选区过半数的选民通过，而

直接选举的当选条件是:1、选区全体选民的过半数参加投票(

这也是该选举生效条件)；2、获得参加投票的选民过半数的

选票，即两个过半数。两种制度虽然都属于直接选举这个知

识场，却有泾渭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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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