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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E_8B_E7_A1_95_E5_c67_467694.htm 通过前几个月对法律

基础知识的学习，考生对法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

知识已经掌握了。那么在考研冲刺期，法硕复习要做哪些准

备才能达到最佳效果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法理学专家冯

玉军副教授建议考生，在现阶段首先要做两件事： 第一，要

多做历年真题，尤其是2000年至今的真题，通过做真题，掌

握命题思路，把握命题规律，找到做题感觉。 第二，考生最

好能找到一到两位研友共同备考，这样可以更全面地了解考

试信息，分享做题经验与技巧；遇到困难时，还可以相互鼓

励，找出不足，使紧张的复习劳逸结合。 冯老师建议考生，

在冲刺期将自己的“备考视野”设定得高一点。命题人的思

路与学习者的思路有很大区别，学习规律和命题规律是两个

在不同方向上的规律。考生在学习知识时是一步一步、按部

就班来的，但考试的命题则不同，它超越于所有知识点之外

，命题者是站在一定的高度来设置命题的。他们会将那些更

重要的、与时事有紧密联系的知识点作为题目。 在备考前期

，考生是按照由浅入深、由基本到复杂的学习规律进行复习

的，但在冲刺阶段，考生应该把前期所储备的法律基础知识

融会贯通，“学而不思则罔”，考生一定要加强对知识的理

解，学思结合，不要死记硬背。 从2002年以来，考试命题比

较推崇跨章节、跨学科命题，对于命题思路的调整，考生要

在理解的基础上对知识有宏观把握。比如近几年综合课中的

主观题方面，题目完全超越某个章节，而是跨越几个章节，



跨越法理、法史和宪法，综合性特别强。这样的命题方式，

将迫使考生真正学到各知识点的精髓，而不是背几道题就可

以应付过去的。 据冯老师还介绍，近几年法硕考试的命题有

两大趋势：一是“实务化”趋势，法律硕士的专业特点是培

养高级法律应用人才，注重法律的应用，而不是理论；二是

“思考化”趋势，更加注重对案例的考核，在民法和刑法中

体现尤为突出。因此考生要在备考中多做案例训练，结合法

条和原理对案例进行分析。 比如在民法中，考生在学习民事

主体时，关于主体资格的问题，会学到三个原理：无行为能

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和完全行为能力人。这些是比较“死

”的知识，但是考生可以通过假想一个案例来帮助理解。例

如：有一所学校，一天下午放学后，管理员已经将大门关闭

，这时学校进来了两个小孩，一个9岁，一个11岁，他们翻墙

到校内篮球场打篮球。在打球中，两个小孩攀爬上了篮球架

，不幸，他们拉倒了篮球架并被砸伤，造成了重大的损失。

责任由谁来承担？考生自问自答。 分析过程如下：在本案中

，主要的责任承担者应该是学校。很多考生可能会被迷惑，

因为学校放学了并且大门已经关闭，小孩是翻墙进入的。恰

恰不是这样，两个小孩的重量能拉倒篮球架，说明学校对于

体育设施的管理出现了问题，体育设施不稳固，这是造成两

个小孩受伤的最主要因素，因此学校承担主要责任。11岁的

小孩属于限制行为能力人，那么他的家长也承担相应责任，

而9岁小孩属于无行为能力人，那么他的监护人在本案中不承

担任何责任。考生通过这种假想案例的方法就可以把民事主

体的三大原理弄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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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