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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薄薄的考纲得指针性与检验性作用；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

考试范围严格以考纲为准，超出考纲范围的知识点可以不看

。但近年的趋势是有出朝纲的东西，有精力的同学可以看看

司考的相关东西，可以告诉大家的是：《分析》里标有1.2.3.4

的东西，背下来就能应付90%以上的主观题了，这是另一个

隐藏的考纲。 传统考纲也有它的好处，传统考纲的特点就是

只有纲目而没有具体的内容，相当于一本“无字天书”，但

它正式因为此而具有3个特点：相当于一本“试题集”，可以

用于检验自己对具体内容的掌握程度；可以从整体这个宏观

方面把握各个章节的知识体系，尤其是内在逻辑结构以及各

个概念之间的联系；重量轻、体积小、携带方便，随身携带

随时拿出来看－－这对于记忆和理解知识非常重要！ 所以建

议大家一定要买当年的新考纲，一便于掌握大纲的变化，对

于变化的知识点（每年极少，不超过1%）则可以通过各种途

径获得答案，不一定要买新版《分析》和《指南》，二可以

检验自己的复习效果（大纲每一个知识点，每一个概念实际

上就是一个小简答题；而且可以轻易的透过大纲整理每个章

节的知识脉络）。 大纲中的词语“记忆－理解－运用”在一

定程度上体现了知识点的重要程度与需要掌握的程度，所以

对于要求“运用”的知识点，可以当作是重点难点来对待，

多花点精力搞懂它。 而《分析》用前一年的即可，变化的具

体的内容可以通过网络或辅导班等途径得到解决，百考试题



祝大家百考试题捷！ 2、精通教材：至少将唯一的指定教材

——《分析》至少细读4遍，由浅入深，由易入难； 这里的

教材就是《法硕联考分析》，（本网站均简称为《分析》）

，这是全国联考法硕专业课指定的唯一教材（尽管教育部说

不指定教材，但《分析》是当仁不让的最权威的复习用书，

《分析》是出题答题的唯一依据，而且写的通俗易懂，非常

适合也是唯一适合大家是“非法律专业，0法律基础”这个特

征的。 可以说，所有的复习活动、书籍资料都是紧密围绕《

分析》展开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更好的更深刻的理解、运

用和记忆《分析》的知识点！ 预备阶段的打基础－－通读阶

段的熟悉全部内容－－重点难点突破阶段的各种单元或案例

习题－－模拟套题阶段的强化《分析》跨章节运用－－考前

的通读《分析》，目的只有一个：不断读懂、用活、领会《

分析》的各个知识点。 我建议所有考生都用前一年的《分析

》即可。 提醒一句：我希望大家不要太爱惜《分析》的干净

整洁，在复习过程中获得的所有心得与资料你都可以在《分

析》上标记或注释，考前看《分析》收获就会多多。 3、选

准资料：主要是人大版和法律版的辅导与习题资料，质量有

保证； 定义为“辅导书”性质的，则必须包含2部分：“章

节详细分析＋单元习题以及解答”。所以说“辅导书”对于

深化理解《分析》是一个关键，可以帮助你掌握以下几个方

面：各个章节的重点难点易错点与知识体系，答题的方法技

巧，习题的强化训练，法律思维培养等等。人大出版社是御

用的法硕出版单位，法律出版社是法律考试书籍出版的基地

，以上两个单位的法硕辅导资料都可以选用，但不要重复购

买性质相同的书籍资料，否则会分散你的学习精力，不同资



料的不同说法（注意：“不同”不等于“错误”）也会让你

无所适从，最后费力不讨好，影响复习效果。 要学会自己选

“辅导书”：在网上会有一些前辈推荐的辅导书，但你还是

要事先去书店把资料花上30分钟甚至更长时间仔细浏览看看

，好不好你心里大概应该有底了，这时候你在决定是否掏腰

包。 4、信心毅力：不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要严格按每

周/月/阶段复习计划严格执行； “考研很苦，考法硕更苦”

，这个道理谁都知道（录取比例也许不是最低的，但被淘汰

的总数绝对是最大的），在考前几天还退缩的也大有人在，

所以说“坚持到最后本身就是胜利”。 要制定计划，只有自

己每天都做完了自己的计划，心里才会踏实，复习中也不会

自乱阵脚；在复习到中间阶段，不少人一定会觉得考研非常

辛苦，看到《分析》这本书都觉得恶心，还会有各种各样的

思想斗争，各种事先未能预计的不测出现，但大家一定要战

胜它，熬过了这个特殊阶段，后面的路很好走－－这就是我

在本网站多次强调的2点：要考上法硕，必须要有一套复习计

划、必须要为此100％沉下心来执行！！ 在制定计划的时候需

要注意的是，（百考试题）中长期计划一般比较原则，具体

月计划甚至日计划则是在学习的过程中随着你的真实复习进

度、法律基础深化、以及其他各类变化因素而不断调整与修

正的。 5、打好基础：只要是全国统一的大考，“基础为本

”，考试的难题部分就会较少，但要注意法硕具有知识点多

、要求很细等特点； 虽然法硕考生不允许法学本科生报考，

但是各个考生的基础并不相同。有取得法学的双学位的，有

利用周末辅修法律的，也有不少通过自考取得过法律本科或

大专学位的，也有一直在关注法律阅读法律报刊书籍的，有



提前到大二就准备考法硕的，有因为兴趣而常常去听法学本

科生的课的，甚至还有获得律师资格或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

试的⋯⋯但没有必要害怕，0基础的考生还是占了绝大多数。

没有基础，就如建房子没有地基，建房师傅的本事再高，也

建设不了好楼高楼。所以我给大家设计了一个不限制时间的

“常识预备阶段”，专门用来打基础，用来建立对法律的感

性认识，这届常识预备阶段是贯穿于整个法硕复习阶段。 注

重基础，还要求大家对教材《分析》不要上来就问什么是难

点、什么是重点。难点重点固然不可少，但突破重点难点的

前提是具有良好的基础，对《分析》也就是整个知识体系有

个明确把握和对所有知识点均有一定深度的理解，否则就是

“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也不可能真正理解好重点难点。 

法硕考试已经考了10多年了，很多常规题目，简单题目都已

经考过了，所以以后的出题趋势就是：题目难度适当加大，

但中等难度的题目仍然占到80％以上，同时注重对知识的综

合（跨章节、跨科目）与系统考察，注重对知识点细节的考

察，题目设计的灵活性加大，加大对案例等应用型考题的考

察－－所以，打好基础是前提，否则后期要拉开差距就很难

！！ 打好基础，还有一条比较简洁的途径也是法律学习中的

特色，那就是熟悉重要的法律法规条文，如《民法通则》、

《物权法》、《民法通则实施意见》、《婚姻法》、《继承

法》、《刑法》（含系列修正案）、《宪法》（含系列修正

案）等，严格地说，《分析》中的任何一个基础知识点，都

是可以在找到相应法律条文作为依据的。当然，不是死记硬

背，是结合《分析》的理解基础上的强化记忆。 6、勤于归

纳：要善于把厚书读薄，要养成自己整理知识的习惯，做成



笔记； 有很强自学能力的，笔记完全可以自己做，必要时参

考一些网络笔记资讯。做笔记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加深记忆

，加深理解，整理知识体系，训练归纳能力的过程，它潜移

默化影响你的法律思维、提高你的法律解题能力。百考试题

论坛 作笔记的时候坚持下列原则：“简洁与精华；自己看的

懂；多使用框架图；核心知识点与核心概念自己归纳；看完

一章总结一章；只用一份核心笔记” 7、多做习题：考试以

常规题目为主，典型的案例必须加以记忆并理解，避免“纸

上谈兵”； 题海战术固然不可取，但因为没有系统学过法律

，大量的习题训练必不可少，但我们不是为了背题而做题（

个别经典案例可以大致的记忆下来，关键是要在做题的过程

中形成各类提醒的法律思维模式），我们是为了更好的理解

运用法律知识点，是为了把《分析》的各个知识点真正的理

解消化。有个很有趣的现象：许多人看书好像什么都懂，什

么都背诵下来了，但一做题就会卡壳－－“纸上谈兵”、“

空对空”！！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经过训练与踏实学习，选

择题等客观题大家的得分水平实际上差距不大，真正拉开距

离的是主观题（案例、简答、论述等题型），所以大家切记

在看《分析》做模拟题阶段就得注重主观题的实打实训练，

总结归纳答题技巧，修正学习方法，不能等到最后才突击主

观题－－这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可以解决的－－不少同学那种

所谓的“大题目留在复习后期再突击”的想法是大错特错的

。 特意提醒大家一句：主观题不能等到后期的复习阶段才来

突破，在复习一开始就要循序渐进地去琢磨、去训练。 8、

模拟自测：只有考试能真正检测你的水平，而且是做套题，

真题； 这种模拟套题自测主要在法硕复习的后期进行。人大



出版社10月份出版的模拟题（至少有10套题，有时候本书还

附有历年真题），加上历年的法硕真题（完全可以上网去下

载），在真实环境下的模拟训练，对你的实力是个真刀实枪

的考验，你的应试水平一定会有相当的提高－－模拟自测尤

其要注意主动的总结“主观题”的答题规律与技巧，要多思

考，形成自己的答题模式与风格－－每做一套模拟题，然后

是对答案、查解释、查法条、看指南、总结错误与不足－－

整套测试下来，相当于系统的复习了一遍《指南》。 在做模

拟题/套题中要坚持3个原则：一套题一次性做完，不做完绝

对不看答案；主观题的答案必须最后落实到纸面上，即使你

觉得自己知道答案了或者是已经做过很多遍的“旧题”；做

模拟题答案对错不是最主要的，关键是通过模拟测试查找自

己的不足与失误（对某些章节不熟悉、对个别知识点理解深

度不够、某一科比较蹩脚、题目理解失误、笔误、解题技巧

不足、测试精力不集中等），找到解决的方案！！ 很多人考

法硕失败的考生考后自我感觉都很良好，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犯了“眼高手低”“为做题而做题”的毛病，忽略了测试完

之后的总结归纳查漏补缺。 9、精通案例：大部分题目均是

以案例形式出现的，要养成分析案例的思维模式； “案例”

是法律硕士考研出题的最大特色，也是其生命线－－单选，

多选，辨析，大案例都涉及案例分析，也只有案例分析最能

够真正看出你的法律素质，拉开分数。加上你在平实在做单

元习题以及各种习题资料中不断累计案例素材和总结答题技

巧，案例拿高分是有希望的， 需要注意的是，要通过法理与

宪法的案例题目（这是大量同学综合课的失分点），不仅对

《分析》的知识点以及知识体系要熟悉（多看多背），还要



求有一定的发散性思维与较为广博的宪法法理知识，要多看

看这方面的书籍报刊小文章，平时还要注意总结归纳等， 10

、突破重点：因为知识点太多，故要在打好基础上有针对性

把握重点与易错点； 作为一门成熟的学科，它的重要知识点

与知识体系在20年内是不会有什么变动的，在对《分析》中

整个法律知识体系有了一个较为全面与深刻的把握之后，要

花费较多的力气来突破重点难点，要借助《分析》，辅导书

，模拟题，网络，辅导班，同学，老师等各种途径对重点加

以理解归纳，直到弄懂为止。 如果说要重点难点变化较多，

那一定是因为增加了某些独立法律部门的章节。最后特别强

调一点：法律硕士考试对案例分析能力要求极高，而这又是

建立在知识点的强化记忆与理解以及大量的习题练习的基础

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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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