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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8_80_E5_AE_A1_E4_c36_52655.htm 第一，“审题”。很多

考生都普遍认为第四卷时间不够用，原因有三，一是题干太

长，有的题干长达数百字；二是法律关系、事实关系错综复

杂；三是论述题的增加。这种情形下，审题一定要有目的性

，先看问题，然后根据问题来阅读题干，这样可以省去题干

中很多不必要事实的干扰，节省时间。二是根据部门法的考

试特点来审题，比如刑法案例主要集中于考查三方面：“行

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什么犯罪，为什么构成该罪

。因此审题可以带着这三个问题来筛选有关的素材。 第二，

先“分析题”后动笔。一般而言，案例分析中所交代的信息

都是有用的，有的从正面提供解答线索，有的从反面提供干

扰信息，因此对任何一个有法律意义的信息都不能放过。有

些考生读完题后就匆匆动笔，贸然作答，显然不对。司法考

试中出现综合性大案例分析的可能性不大，一般都是若干小

问题，每个问题之间或层层递进，也有的属于大杂烩。如果

考生答完前面题目后才发现后面的题目与前面的答案相矛盾

，这时容易慌乱，造成心理压力，浪费时间，影响卷面整洁

，直接导致失分。析题要从哪些方面着手呢？ 首先，确定案

例内容涉及的知识点。以刑法为例，考查的内容从大方面来

说不外乎以下几点： 1、总论，包括：犯罪故意与过失、意

外事件的认定；相对刑事责任年龄者应当负责任的范围；正

当防卫的成立条件；犯罪停止形态中彼此的认定与区分；共

同犯罪的成立条件、共同犯罪的认定；刑罚运用中的累犯、



自首并罚；罪数形态。 2、各论，包括危害公共安全罪、侵

犯公民人身权利罪、侵犯财产罪、贪污贿赂罪、渎职罪，这

些都是基本的考察内容，案例分析原则上都会涉及这些犯罪

。 其次，清楚题型，抓重点。仍以刑法为例，案例分析题目

的提问方式包括： 1、是否构成犯罪。 2、构成何罪。 3、对

犯罪人如何处理。 4、是否构成共同犯罪、属于何种犯罪形

态，如何处罚。对第一种类型的题目，要紧紧抓住犯罪构成

，从犯罪主体、主观方面、客体、客观方面全面分析。只有

完全符合了这四个构成要件，才可以确定行为人构成了犯罪

。第二种类型需要考生根据不同罪名的犯罪构成，找到他们

之间相区别的根本标准。对于第三种情况，我们一般要考虑

行为人是否属于累犯、自首、有无缓刑、假释等特殊的刑罚

适用情形。应当注意，无论对于哪种类型的问题，我们都必

须抓住重点，紧紧围绕所提问题，就处理的合法性、事实根

据作出充分的论述，给出具体的方案、结果和法律理论依据

。 最后，全面考虑问题，理清思路。我们不可能希望某一道

案理分析题只是考察总则或分则某一个知识点。这种题目考

的就是考生的综合分析能力和处理实际案件的能力。因此，

面对任何一个案例分析题，我们应该树立全局观念。即对待

一个行为、一个罪名不能仅仅凭借对法条和某个概念的简单

记忆来应付。另外在答题时要考虑每一个案例所涉及的概念

或法规、司法解释，将这些明确地串连组织起来。 第三，“

答题”。考取高分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组织答案，二是法

言法语。 “组织答案”需注意并非多多益善。一来考试时间

不允许，二来会使得阅卷人厌烦。案例分析题一般采点给分

，因此对任何一个问题的解答应力求全面简明。我们总结了



三个部分，一为结论，针对问题直接作答，简洁明了，千万

不能答非所问。第二要列出法条或原理，案例分析考查考生

对法律的实际运用能力，每题都是根据法条或原理编出来的

，所以考生在解答案例题时，一定要分析出这个题背后的法

条或原理时什么，当然对法条的回答不需要一字不差列出原

文，只要答出基本意思即可。第三部分是分析说理，把法条

或原理分析，说明，结合案例的实际情况，反衬前面的结论

。 答题时一定要用法律的语言解答。考试中常常出现这样一

种情况，考生把道理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就是得不到高分，

因为判卷人不能判断出这个考生到底懂不懂法律。任何一个

人，只要面对问题都会有自己的判断，不懂法也可能作出正

确的判断，尤其是民法本来就源于生活，对民法问题的判断

往往根据生活常情就能做出。但懂法的人就可以说出“法话

”来，比如不安抗辩权、侵权责任等，只有你说出来，阅卷

人才能把你与普通人区别开。 第四，“查题”这部分依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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