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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 民事诉讼法在三大程序法中，是程序及其相关制度最为复

杂而烦琐的一部法律，而且所涉及的司法解释内容也非常庞

杂，这就给考生系统掌握有 关民事诉讼法的法律规定带来了

极大的难度。许多考生采取逐条分析、逐条记忆的方法，结

果感觉所记忆的法律条文很多，甚至感觉看见哪一条都很熟

悉，可就是真正到了需要运用所掌握的法律条文规定解题的

时候，却不知从何处入手。为此，许多考生很困惑，也很焦

虑。因此，如何能够有效地掌握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的规

定就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经过长期的分析与思考，经验和

直觉都告诉我，要想有效掌握现行有关民事诉讼法律的众多

规定，不适宜采取逐个法律文件、逐条记忆的方法，而应当

注意以下几点： 1、立足于民事诉讼法，结合司法解释 考生

在掌握有关民事诉讼的法律规定时，应了解民事诉讼法与司

法解释的关系，其中，民事诉讼法是基本法，而司法解释只

是根据司法实践的需要，由最高人民法院对民事诉讼法中未

规定的内容或者规定过于笼统、不易操作的内容进行的细化

，因此，考生必须确立一种观念，即立足于民事诉讼法，结

合司法解释中的相关规定，而不能将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

看作各自独立的法律文件。这样，不仅可以使考生集中而系

统地掌握关于某一具体诉讼程序制度的全部法律规定，不会

使关于该具体程序制度的相关规定被肢解，而且还可以使考

生在综合掌握及分析法律规定的情况下，理解该具体程序制



度的内涵，以便于在理解的前提下融会贯通掌握民事诉讼法

中的重要制度。 2、应采取理解记忆的方法 在民事诉讼法所

规定的众多具体制度中，因具体制度的不同，法律的具体规

定方法也有所不同，因此，考生应针对具体制度规定采用不

同的分析方法去理解掌握法律规定。具体有两种主要情况：

(1)既在民事诉讼法中作出了具体规定，同时又在相关司法解

释中作出了更加详细的补充性规定。这种情况的规定较多，

对于这种情况，就需要考生综合分析并理解相关法律规定。

例如关于地域管辖、当事人等的规定。 (2)仅在民事诉讼法中

对某一具体程序问题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并没有相关司法解

释予以补充。这种情况考生掌握起来相对容易一些，只要能

够理解该法律条文规定，并掌握条文中的核心内容即可。例

如关于人民法院应适用何种程序审理再审案件的问题，虽然

该条文较长，但经过分析不难发现，该法律条文的核心实际

上是，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依照原审程序进行审理。

即再审案件为一审案件，原审人民法院再审应适用第一审普

通程序；再审案件为二审案件，原审人民法院再审应适用第

二审程序；最高人民法院或者上级人民法院提审，无论提审

一审案件还是提审二审案件，均应当适用第二审程序。这样

就较为容易记住了。 (3)对某一具体程序问题，民事诉讼法并

未直接作出规定，而只是在若干意见中作出了相关的规定。

这种情况同上一种情况相似，只要考生分析理解该法律条文

即可。例如第二审程序中关于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的确定，其

中比较复杂的是必要共同诉讼人的上诉问题。对于该具体程

序问题，《民事诉讼法》并没有作出相关的具体规定，而只

是在《民诉意见》第一百七十七条作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



，该条文不仅内容较多，而且条文语言较为绕口，因此，许

多考生感觉难以记忆，但如果对该条文内容进行分析，即可

以发现其核心内容完全可以概括成为一句话，即有权上诉并

提出上诉的人作为上诉人，上诉人对与其权利义务分担有意

见的人作为被上诉人，其他人依原审诉讼地位列明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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