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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30/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6_B3_95_c80_530552.htm 通过前几个月对法律基础知识

的学习，考生对法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知识已经

掌握了。如今在考研冲刺期，法硕复习要做哪些准备能达到

最佳效果。面对备考压力，考生要记忆理解结合，重点突破

，增强自信心。 勤练真题，记忆理解相结合 首先，要多做历

年真题，通过做真题，掌握命题思路，把握命题规律，找到

做题感觉。突出重点，不迷信押题。在此基础上理解和记忆

相结合，理解为主，在理解的基础上加以记忆。民刑法注重

实践，要结合具体案例复习，这在选择题和案例分析题中体

现明显；经常做案例题对培养法律思维极有帮助。还要重视

法条，但是不要试图全部记忆，除了常用法条需要准确记忆

以外，其余的多翻阅几次，有个印象即可。每年考试都有一

两道题直接考法条，辨析题、案例分析题中也经常用到。 高

视野，学思结合，融合贯通 在冲刺期将自己的“备考视野”

设定得高一点。命题人的思路与学习者的思路有很大区别，

学习规律和命题规律是两个在不同方向上的规律。考生在学

习知识时是一步一步、按部就班来的，但考试的命题则不同

，它超越于所有知识点之外，命题者是站在一定的高度来设

置命题的。他们会将那些更重要的、与时事有紧密联系的知

识点作为题目。 在备考前期，考生是按照由浅入深、由基本

到复杂的学习规律进行复习的，但在冲刺阶段，考生应该把

前期所储备的法律基础知识融会贯通，“学而不思则罔”，

考生一定要加强对知识的理解，学思结合，不要死记硬背。 



细节把握，灵活答题 从2002年以来，考试命题比较推崇跨章

节、跨学科命题，对于命题思路的调整，考生要在理解的基

础上对知识有宏观把握。比如近几年综合课中的主观题方面

，题目完全超越某个章节，而是跨越几个章节，跨越法理、

法史和宪法，综合性特别强。这样的命题方式，将迫使考生

真正学到各知识点的精髓，而不是背几道题就可以应付过去

的。 通过近几年法硕考试的命题趋势分析看出，法律硕士的

专业特点是培养高级法律应用人才，注重法律的应用，而不

是理论，这也从另一方面更加注重对案例的考核，在民法和

刑法中体现尤为突出。因此考生要在备考中多做案例训练，

结合法条和原理对案例进行分析。 注重答题技巧，从容应对 

做好简答题的关键是考生要尽量和考试分析的表述一致，即

准确记忆。对辨析题要先判断，一般是在某些情况下是正确

的，某些情况下是错误的，要分类讨论；要把思路发散开，

不要只说一点不及其余，每点最好控制在三句话以内，不要

长篇大论，还要简要写出结论。 分析题关键要按试题提示回

答，突出说理性和分析逻辑，最好在每个观点后加一两句解

释。回答论述题要注意层次性、逻辑性。先解释题目中的关

键词，再按照“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影响或意义”的

思路回答。此类题目一般和法治有关，可以从立法、执法、

司法、守法、法律监督、道德等方面组织答案。其他题目也

在有条不紊的进行分析叙述，切忌焦躁不安，思路单一，要

从多方面整体的把握题目的内在意义，同时以平稳的心态来

应对考试，才能更好的驾驭所掌握的知识。 考研进入最后阶

段，考生也要合理分配时间，越临近考试，越会觉得时间紧

张，因此建议考生制定课程表，把复习过程具体、细化。同



时要戒骄戒躁，保持平静心态，争取在考研决战阶段，一路

领先，向着最后的胜利继续前进。百考试题编辑预祝大家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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