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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0_88_E8_BE_85_E5_c80_644742.htm 一、暑期阶段的重要

性 暑期阶段一般情况下指高校学生的7月份-9月份之间的时间

，在这段时间中，学生的课程任务基本上不存在，因此学生

在此阶段的时间安排比较自由，可根据自己的计划进行考研

复习的安排。 前面给广大考生讲解过为了能够有效的进行专

业课的复习，一般情况下学生应该将自己的学习划分为三个

阶段，第一阶段为基础复习阶段(时间为开始复习-7月份)，第

二阶段为强化提高阶段(时间为8月份-11月份)，第三阶段为冲

刺阶段(时间为12月份-考试前)。从三个复习阶段的时间分布

我们不难看出暑期阶段处于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之间，属于

学习的过渡阶段和复习方法复习目标的改变阶段。 暑期对每

一个正在复习考研的学生来说都是黄金时期，可以通过真题

学习、理解并进一步掌握上一阶段所学的知识，使考生在对

参考书目知识点进行系统的整理，形成知识结构框架体系并

根据自己的复习进展以及学习情况制定强化阶段的目标。因

此，专业课考研辅导专家们建议2012年的考生们这一时期要

好好的利用时间。 在此给同学们提供一个思路，力求完成暑

期阶段的主要任务(包括基础阶段的知识整理和强化阶段的前

期复习)。 二、构建知识框架体系刑法 面对一本内容繁多的

参考书，同学们已经系统的复习了一遍，但是知识在基础层

次上的记忆以及熟悉，因此暑期阶段的学习所采用的方法与

基础复习阶段前期有所差别，那就是建立便于记忆的知识体

系。 刑法：按照考试分析的定义，刑法是规定犯罪及其法律



效果(主要是刑罚)的法律。那么刑法就可以划分为犯罪部分

和刑罚部分，当然还有同时体现这两个部分的刑法分则(刑法

分则的每一个条文都体现了犯罪与刑罚的内容)。刑法最主要

的特征就是惩罚性的法律，因此必须相当的严谨和谦抑，否

则就会侵犯公民的权利。 以刑法中的犯罪主体这一部分知识

为例，我们建立一个简单的知识体系仅供参考。 犯罪主体知

识体系 按照上面的知识框架，在学习犯罪主体相关知识时可

以分为自然人犯罪主体和单位犯罪主体两部分内容，自然人

犯罪主体又细分为未成年人犯罪主体(对于未成年人犯罪主体

，不同的年龄阶段在犯罪方面的相关规定有何差异，有何特

有法律规定，同学们都可以特别记忆)和成年人犯罪主体(对

于成年人犯罪主体中的几种特殊犯罪主体的相关内容，都需

要去对比记忆，以免记忆时发生混淆)。在对应相应的知识点

，整理到自己的笔记上，这个时期，不要漏掉任何一个知识

点，与此同时，还要看一些其他的相关参考书来丰富自己的

知识涵盖面以及深度。 以上是在学习中研究出来的方法，对

于法律硕士考研科目中的其他科目以及刑法中的其他部分知

识，同学们也完全可以按照这样的方法去做。毕竟自己整理

出来的规律，很难忘记，会让自己终身受益。 三、强化阶段

复习 强化复习阶段属于专业课的加固阶段。第一轮复习后总

会有许多问题沉淀下来，这时最好能够一一解决，以防后患

。对于考生来说，这个阶段是专业知识急剧累积的阶段，也

是最为繁忙劳累的时候。 在专业课复习上，这段时间应该主

要看近年的学术期刊以及一些重要的学术专著，边看书边做

读书笔记，并整理以前的听课笔记。一项这是十分重要的工

作，因为复习的重点会往公共课上倾斜，专业课复习所占的



时间也会缩短。此时需要注意本年度涉及法律方面的热点问

题。 在复习的尺度上，应该逐渐抛开书本，将书本中的知识

点用自己的语言写出来，整理成精练的笔记。然后看自己的

笔记并形成自己的东西，因为考试是需要用笔来表达的。所

以，把第一次精读过后的那些重点问题用答卷的方式写一遍

，效果是十分突出的。再根据本专业的情况，翻查其他的参

考用书，将新的知识点补上。一般来说，专业课不可能只涉

及一两本书，不排除出现一些超越范围的考题。因此，可以

根据考过的同学的建议去精读其他的参考书，把重要的内容

补充上去。 最后提醒2012年的同学们，学习固然重要，但是

在学习的同时也要注意心理和身体的调节，劳逸结合才能有

更好的效果。 热点动态： #0000ff>2011年在职法律硕士备考

专题 #0000ff>2009年-2010年在职法律硕士真题及参考答案

#0000ff>2011年在职法律硕士招生限额及简章(77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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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