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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4/2021_2022__E5_8F_B8_E

6_B3_95_E8_80_83_E8_c36_54089.htm 一、答题技巧“战术上

重视敌人” 卷四第八题属于自由命题的论述题，既无标准答

案，在解题中就必须坚持“判官导向”。无论形式还是内容

都要站在判官的角度，为判官着想，才能保证少丢分。 ㈠实

质要件比别人多一种想法 1．立意要新 所谓“新”，在我们

仅仅掌握有限知识的前提下，做到“与众不同”即可。而在

大家掌握知识相差无几的情况下，如何做到与众不同呢？我

的经验是，浏览题干后涌入脑海的第一印象、第二印象的知

识点都要“忍痛割爱”。这是因为，你最开始想到的，其实

也就是大多数人都能意识到的，若无深厚理论功底，最好不

要与他人撞车。所以最好在第三、第四印象中选择自己相对

熟悉的知识点。 立意“新”不需要多深的理论功底，同样的

内容只要换个与众不同的角度就能让判官有耳目一新的好感

。所以，要想在自由论述中获得高分，立意新的效果最显著

，同时也最省力。 2．论点要集中鲜明 这种800-1000字的短文

要想获得不错的分数，最忌讳的就是面面俱到。这个篇幅实

际上最多只够展开论述1个观点的，即使理论功底薄弱，最多

也只能集中论述3个观点。如果论点堆到了3个以上，判官就

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了。所以论点集中鲜明是保证不丢分

的基础。 3．素材取舍要精当 把所有的知识点，包括“忍痛

割爱”的第一印象、第二印象的知识点，都当作论据加以运

用。从论点的角度进行调整后，能够成为论据的留下，怎么

也纳入不了论述体系的，再次“忍痛割爱”。这样做的效果



不仅可以弥补理论功底薄弱的不足，使你拥有了足够的论据

和篇幅，而且也使判官对你的论据留下一个开阔充分的印象

。 4．创造“亮点” 诸如运用本年度考试大纲中最新增添的

知识点啦，引用名人名言啦，因人而异，不一而陈，目的在

于加深判官对你与众不同的印象。 二、具体解题步骤 我拿到

卷四先看最后一道题，发现不是预测中和传说中的，意识到

得分机会来了。但没有注意到它的分值，所以从第一题按部

就班顺利做到第五题，这个过程中潜意识一直在思考第八题

。作完第五题再翻第八题骤然发现30分值，这时时间只剩下

一个半小时。立即决定舍掉第六、七题，保住第八题。匆匆

花了二十分钟把第六、七题要点答完后，按照下列步骤，用

了一小时五分钟答完第八题： 1．通读一遍题干（许多知识

点涌入脑海）； 2．按照刑诉为公检法找错的办法逐句找出

涉及的各个部门法的知识点并用铅笔标在相应空白处。 3．

再通读一遍题干，同时补充疏漏的知识点。 4．用了整整十

分钟考虑： ⑴立意确定从法理角度而不从行政学角度来论述

： ① 我在培训班接触的法本对法理大多头疼，选法理可以避

开这些高手。 ②行政法有具体规定和法条，如果记得不准确

出现“硬伤”就肯定会丢分；而法理阐述只要不是过于荒谬

，能够自圆其说就不会丢分。 ⑵确定论点在法理知识点中确

定3个相对熟悉、论据相对充分的论点（由于理论功底差，3

个论点才能凑够篇幅）。 我确定的三个论点依次是： 法治社

会与权力制约 法的价值追求与价值判断 法律意识与法律文化

传统 ⑶选择论据题干直接涉及的，可以引申展开的。 在“法

治社会与权力制约”中，选择权利本位，以及行政行为必须

符合程序法定和主体法定的条件作为论据。 在“法的价值追



求与价值判断”中，选择自由位阶高于秩序，以及宪法、刑

法、民法、特别是行政法对公民权利的保护作为论据。 在“

法律意识与法律文化传统”中，选择因受中国两千多年根深

蒂固封建文化的影响，媒体、大众尊重他人权利的意识淡薄

，由此而引发的社会道德危机作为论据。 5．根据上述论点

、论据，稍稍结合本题题干内容，尽量不涂改地写成文字。 

为醒目起见，把三个标题下都划了横线。 尽量用“法言法语

”，诸如：“以法为器”之类。 创造“亮点”。在论述自由

位阶最高，反映人性本质追求时，引用了辅导教材中的一句

名言“法典是人民自由的圣经”（考后查书，方知系马克思

所言）。 6．检查字数，每行字数×行数，粗算为800字上下

。再加结尾段：“综上所述⋯⋯（主要论点换个说法，换些

修饰语再说一遍）。”结尾句：“法律人任重而道远”（和

判官套近乎）。 7．用橡皮将铅笔标的知识点涂掉。最后检

查一遍是否有漏字、笔误。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