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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6_B3_95_c80_644188.htm 刑事诉讼法学作为我国一门重

要的部门法学，笔者认为，它有两个很明显的特点：一是实

践性、理论性强；二是重点、热点问题明显。第一个特点，

是我们复习备考的起点和基点，即必须熟练把握刑事诉讼法

学的基本理论，具体来说包括刑事诉讼目的论、刑事诉讼职

能论及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证据制度等基本理

论，在此基础上，对刑事诉讼程序即立案、起诉、审判、执

行等系列环节程序进行准确的理解和把握。总之，复习刑事

诉讼法学时必须理论与实践并重，用理论来解释诉讼程序、

诉讼实践，在诉讼程序、诉讼实践中来反思理论。第二个特

点，即重点、热点问题明显，这无疑对于考生来说是个好消

息，复习时也便于把握。建议考生在备考复习时，抽时间看

一下《中国法学》、《法学研究》上有关刑诉法学的论文，

以把握重点、热点问题，并进行一定的笔记整理。 另外考生

在复习时，必须好好研究一下所报考学校本专业往年的考题

，找出其出题风格、出题特点，以便有针对性地进行复习。

甚至在复习的过程中，当翻开专业书，感到茫然时，这时建

议你不妨看看往年考题，此刻你也许又会茅塞顿开，清醒地

感到哪些东西会考，哪些不会考，从而你的复习也会有针对

性，有目的性。 最后，关于答题技巧，现根据不同类型的题

，分述如下： （一）名词解释题 大部分学校一般都有名词解

释题，分值在2~5分之间。对于名词解释题答题的繁简应根据

分值的大小来确定。如果分值少，答出定义即可，如果分值



高，则应尽量多答一点，除了定义外，可以将种类、特征、

外延等相关的内容答上。总之，对于名词解释题，应尽量做

到准确、全面、县必须简洁，画龙点睛，点到为止。 （二）

简答题 简答题几乎是各校的必考题。简答题说难也难，说易

也易。之所以说难，是因为简答题内容可深可浅，可大可小

，既可出原则性的大题，也容易出一些易被忽视的细节性问

题。说它容易，是因为简答题的答案在课本上都能找到，考

生只需进行简单的总结归纳即可。对于简答题，答题时也必

须全面，以免漏分。 （三）论述题来源：考试大 论述题几乎

是各个学校的必考题。论述题分值高，难度大，答案不完全

能在课本上找到，给考生自由发挥的空间较大，也较能反映

出考生的理论水平及文字功底。为了做好论述题，建议考生

在熟练掌握课本内容的基础上，多阅读与该学科相关的期刊

和论文，并做一定的笔记整理。在答题时，必须做到答题要

点全面，尽量将相关知识都答上，同时观点明确，条理要清

楚，结构清晰。 （四）案例分析题 案例分析题也是刑诉法学

的常考题，主要测试考生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

了做好论述题，考生在复习时应有意地就诉讼程序与证据等

方面予以相应的关注。在答题时，要尽量做到既要摆事实，

也要讲道理，即既要分析案件中的事实，也要说明其法律依

据，做到有理有居。一般说来，刑事诉讼法学的案例题主要

有两大类，一类是诉讼程序方面的；另一类是关于证据方面

的。对此，考生应该予以明确。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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