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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29/2021_2022__E3_80_8A_

E4_B8_AD_E5_9B_BD_E6_c80_529991.htm 擅于归纳总结相关

的知识点 中国法制史是关于中国法制的发生和发展的历史，

因此各种相关制度之间必然有某种相关的联系，这是法的发

展连续性和历史继承性的体现。此外，即便是相关知识点没

有必然的联系，但是从性质、宗旨等方面也具有某些外在表

现一致的制度，把这些相关的知识点进行归纳总结，无疑有

助于考生加强记忆，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笔者就从上面

的两个方面对这个问题加以分析。 由于中国法制史的一些知

识点有着某种必然的历史联系，决定了采取归纳总结的方法

的可取性。归纳总结的知识点有纵向归纳法和横向归纳法两

种方法。纵向归纳法就是把某个知识点的各个历史发展时期

采取纵向归纳的方法，找出其中的必然联系。纵向归纳的好

处在于，它能够使得考生对于相关知识点建立了必然的联系

，这从根本上解决了相关知识点记忆不清的弊端。除了大理

寺这个知识点采取纵向归纳的方法以外，其他知识点，例如

刑部的历史沿革、监察机关的历史沿革、死刑复奏制度的历

史发展、凌迟刑和刺配刑的历史发展等，都可以进行纵向的

归纳总结，找出相应的历史联系，从而达到一劳永逸地记忆

目的。纵向归纳法解决了纵向历史发展过程中必然知识点之

间的联系，但是对于横向的知识点，应当采取横向对比的方

法加强记忆。比如对于三法司，隋唐宋时期是大理寺、刑部

和御史台，明清时期是大理寺、刑部和督察院。这种横向对

比，有利于区分相同和不同时期司法机关的职权及其划分。



当然，纵向归纳和横向对比结合使用，效果更佳。 中国法制

史上，虽然有一些问题并不是具有必然的历史联系，但是基

于职权、性质和宗旨等原因，这些知识点往往可以归纳在一

起实施记忆。比如，对于立法问题中存在的许多第一，就可

以归纳在一起来记忆。此外，其他类似的知识点，特别是容

易混淆的知识点进行归纳，也有助于记忆，比如宋朝的提点

刑狱司、元朝的肃政联访司、明朝的提刑按察司、清末的提

法使司等，虽然名称相同，但是职权大不相同，这些知识点

是十分容易混淆的，归纳总结则会克服记忆混乱的弊端。复

习中国法制史的过程中，做到擅于归纳总结无疑会缩短复习

时间，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百考试题编辑祝广大考生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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