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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B3_95_E8_80_83_E8_c36_53931.htm 一、简析题 简析题的答

题要求是：要求严格按照实体提问回答问题。考生应仔细阅

读试题及提问，按要求作答。简析题的出题特点与答题思路

： 1、一般每个简析题的提问中会包含6到10个不等的小问题

，这一题型出题数量较多，总分值很高，覆盖的知识点很广

，而且所要考查的知识点明确，考试可以针对每一个小提问

作答，而且这些小问题一般都是独立的知识点，互相之间不

会影响作答。针对这一特点，考生在答题时应该做到问什么

就答什么，尽量的简洁，不能做过多的解释，否则会适得其

反。其实从历年的真题答案中也可以总结出来，许多考生担

心自己答得不完整，就尽可能多的在试卷上写，而事实上由

于每年参加司法考试的人员太多，阅卷老师不可能很细致的

去看考生的答案，而只是去找答案中的踩分点。所以在答简

析题的过程中，一定要看清题目问的是什么？比如问案件

中**有无诉权，答案是“有”或“有诉权”就可以了。如果

没有问为什么，就没有必要再去解释，那样做不但不会多得

分，反而会耽搁时间过多，到最后还有许多题目没有时间去

做。既使有的题目问了为什么，也要尽量用一两句话，点到

为止，比如说问“为什么不能行使代位权”，根据题意答“

因该赔偿金是专属于曹某自身的债权，根据合同法的规定，

王乙不能行使代位权”就行了。 2、简析题的出题思路一般

是根据知识点来提问。这样考生在平时的复习中，一定要注

意做知识点的总结，强调关键词的记忆。具体可以准备一个



小本子，按各主要部门法来分类，把一些明确的知识点以关

键词等形式、按照每个部门法的体系罗列下来，尤其是把那

些难点、自己容易混淆的知识点作一记录和比较，这样等考

前冲刺阶段就不用再去翻看有关的教材而可以直接看自己的

“知识点积累”，这样不仅方便，而且记忆更牢固、更有针

对性。 二、分析题 根据司法考试的考试说明，案例分析题答

题要求是“要求考生根据案情，做出全面分析。”“全面分

析”这一突出的特点使得分析题在历年的考试中成为难点所

在。分析题的出题特点与答题思路： 1、分析题与简析题的

区别一个突出特点在于提问方式不同，分析题的提问一般没

有分出若干小问题，而是笼统地要求考生进行全面分析，因

此难度比简析题要增大很多。考生拿到题目后往往会觉得无

从入手。其实分析题考查的知识点相对比较集中，而且一般

都是考查相关部门法中的重点内容，因此考生只要考前全面

复习过，应该不会对题目的问题感到陌生，较多的感觉是可

能自己就试卷所提的问题了解不是很全面，感觉自己可能答

不全。针对这一特点，考生可以从以下方法入手：仔细审题

并明确所提的问题之后，自己在草稿纸把所问的问题按照一

定的方式，像上述简析题那样分成若干个小点，比如可以按

照法律主体、法律关系以及相应行为的主次关系一一罗列下

来，再根据每一小点逐次进行作答，这样不仅思路清晰，也

不易漏掉答题点。 2、除了在答题时可以像简析题那样罗列

要点、逐次作答，在要点列出之前一般要有一段对所提问题

进行简要回应和引出后面要点的话。比如可以很直接地指出

所提问题系涉及民法基本原则之间的价值衡量，或者先指出

甲、乙以及丙之间的法律关系，或指出甲、乙以及丙分别构



成刑法上的那些罪名等等。简言之，分析题的答题框架要尽

量体现出“总分总”的特点。 三、法律文书题 法律文书题的

答题要求：要求应试人员对试题所提供的事实材料进行加工

整理，并按试题要求将其制作为相应的法律文书，或要求应

试人员对试题所提供的法律文书找错，并提出理由或分析。

法律文书题要求答题格式规范、文字通顺、标点正确、无语

法错误。 针对上述要求，考生作答时，首先应注意格式的准

确性，并应同时注意内容的准确，抓住重点和要点。评卷人

在评卷时按点给分，因此只要把要点答到了，就可以得到相

应的分值。具体要注意以下几点： 1、仔细分析案情，准确

判断出司法文书的类型、名称，争取格式规范、项目齐全，

层次分明。 2、正确列明诉讼参加人的诉讼地位。叙事清楚

，说理充分，要点突出，结论明确。 3、使用的语言文字要

言简意赅、朴实庄重、用词准确（不滥用方言、行话），尽

可能地使用法言法语（如“原告诉称”、“被告辩称”、“

第三人称”、“符合**罪的犯罪构成要件”等）。 4、如果时

间紧迫，可先书写文书格式（确定名称、首尾部、诉讼请求

、附件项目等，）再填充事实、答出理由要点和引用法律依

据。 5、认真研习历年真题出现过的法律文书格式，并把这

些考过的文书的格式简要地写在自己的小本子上，可以按照

自己的记忆习惯很简明地列出格式的要点或者把每一法律文

书的范本自己动手写在小本子里，这样大约十多页纸张就能

把一些常见的、主要的文书记住，考前的复习和查阅也会很

方便。从长远来看，这对于将来从事法律职业也是大有裨益

的，毕竟对于一些法律文书的烂熟于心反映着一个法律执业

人的基本素质。 四、论述题 答题要求：要求考生根据试题所



提供的材料，运用掌握的法学知识、理论进行分析和论述。

论述题要求观点明确、说理充分、语言流畅、逻辑严密、表

述准确，主要目的是检测考生的综合分析能力、文字表达能

力、逻辑思维能力和法学基本理论素养。 论述题的出题特点

与答题思路： 1、论述题会成为以后司法考试的稳定题型。

针对这一特点，考生在备考时要注重平时的积累，关心时事

、关心一些贴近社会和百姓生活的问题，尝试着用所学到的

法学知识去解决现实社会中纷繁复杂的纠纷；注重多练笔、

多参与实践，注意自己分析问题的能力、表达能力、法律逻

辑思维能力和运用法理和法律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2、论

述题属于无标准答案型试题，在评卷时有一个拟定了的参考

评分标准，对各个考核目标的分值进行适当的分配，以作为

评分的原则依据，如法学理论运用、立意观点占几分，文字

表述占几分等，最后根据考生答题的整体情况综合评分。因

此答题时一定要分成若干段落，总的思路是先进行合法性分

析，后进行合理性分析，以权利义务关系为主线，结合实体

法和程序法界定所给案情涉及的法律部门和所出现法律主体

的性质，运用法理、宪法结合有关部门法的原则和制度进行

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分析。 卷四一直是司法考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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