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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6_B3_95_c80_644125.htm 一、大纲变化 与2009年相比，

今年综合科的大纲变化不是很大，但是这些变化之处尤其是

新增的知识点仍然应当作为我们考生复习备考的重中之重。

考生应当永远记住：大纲变动之处，必有可考之处!如果没什

么可考性，也就没必要对其做任何变动。 2010年大纲中法理

学的变化情况如下： 第二章第一节中删除了对第二、第三两

个知识点的简述，看起来是一个变化，但其知识点在实质上

并无变化. 第五章第一节中，在我国的立法体制中，大纲将“

我国现行的立法体制是一元制多层次的立法体制”改为了“

我国现行的立法体制”，作为一个考点，也并无实质性变化. 

第九章第二节执法的原则增加了合理性原则与正当程序原则

两个知识点。 二、法理学在法硕联考中的地位 法理学作为法

律的理论根基，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这从综合科的分值便可

看出：法理学占60分，中国宪法学占50分，中国法制史占40

分。这就要求我们在复习过程中向法理学倾斜。 法理攻略：

任何一场考试，都要以大纲为准，这是复习备考的一个原则

。下面我们就以大纲为依据，来分析一下今年法理的应试攻

略。大纲中第九章第二节执法的原则增加了合理性原则与正

当程序原则两个知识点。这无疑是在暗示我们：这个15分的

论述题极有可能出现在这里!因为对往年试题的研究发现：每

年考试中法理学的论述题大部分出自第十三章法治和十四章

法与社会，但是这两个部分的知识点几乎已被考尽，很难找

出可以担当论述题这一重任的知识点。所以随着考试次数的



增加，论述题的出题点可能会有所转移，而大纲新增加的合

理性原则与正当程序原则两个知识点又具备论述题的可考性

。所以，笔者强烈建议考生把这两个知识点作为论述题来准

备，笔者认为，2010年的法硕联考入学考试题中，这两个知

识点出一道论述或者简答题的可能性极高!提醒大家予以高度

重视。此外，学有余力的同学可以适当留意下司法考试中对

这两个知识点的考查，作为一种知识储备。 由于法理学的理

论性较强，将纯理论知识作为主要考查点的情况应该会有所

减少，更多地是结合现实事件尤其是近期的法律事件来考查

，这要求我们以现实中的法律事件为参考，力争对法理学的

出题方向有一个大体把握。比如今年提得较响的“社会主义

法治理念”以及“三个至上”，虽然这并非指南或者分析中

明文列出的内容，但实际上也是法理学的内容，这两个概念

在近年的司法考试中曾多次出过论述题，而法硕联考的考核

方式比较近于司法考试，所以笔者提醒考生们对此应予以密

切关注。 很多同学会觉得法理学非常之枯燥，实质上，法理

也是来源于生活之理，用生活之理来阐释法学之理，就不会

再觉得法理枯燥、乏味、难懂，反而会觉得法理学原来还是

比较生动有趣的。只要能理清思路，把握知识线索，法理学

的理解和学习便会势如破竹。笔者认为，可以如此来把握法

理学的知识线索：概念(学习任何一个学科，首要的就是搞清

概念，明确其内涵和外延)本质和特征(要了解法律，就要知

道它的特征，这样才有助于进一步认识)来源与演进(知道法

是怎么来的)作用及局限(知道法有什么作用以及它的缺点和

不足)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法律解释与推理法与社会。

这实际上暗含很强的逻辑关系及先后顺序，把握这一规律，



就能在梳理法理知识时做到头脑清晰，思路正确，不至于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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