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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蓉陈蓉陈蓉陈蓉（中国地质大学法学本科毕业）    

考取：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理学专业研究生考取：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理学专业研究生考取：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理学专业研究生考取：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理学专业研究生    

    

阶段 科目 得分 

英语 70 

政治 64 

专业课 107 

综合课 111 

2009 考研成绩 
初试 

总分 352 

从考研到现在，一直想着能有一天写点什么，可以帮助后来的人，毕竟自己也是由于

得到大家的帮助才走得到今天。每个人在做一件事时，总希望能得到一些指引，吸取一些

前人的教训，有关法理学的考验经验谈少而又少，所以我希望这篇文章能让更多人看到，

并知道曾有人和他们一样奋斗过。 

准备考研初期的问题颇多，为什么考？学校和专业的选择、公共课和专业课的准备。

对于这些普遍性问题大家可以去各高校的论坛上关注一下相关文章（财大论坛：“浓情中南

---考研联盟” http://www.ourznbbs.com），我主要介绍一下备考法理学的经验和教训。 

第一轮：构建学科框架第一轮：构建学科框架第一轮：构建学科框架第一轮：构建学科框架    

        我刚开始准备专业复习时采取记笔记方式，做完再看笔记的时候感觉还是一片惘然，

不看的时候又什么都不知道了，后来老师对着目录帮我理了一遍知识点，告诉我要将的知

识点串起来并理解它们的内在联系，并尽量构建知识框架。我专业复习以此为转折点，在

这里我概列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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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共分五部分: 法的本体、法的起源与发展、法的运行、法的价值、法与社会。 

各部分关系如下： 

 

 

 

 

 

 

 

 

第二轮：对照真题，把握重点和易考点第二轮：对照真题，把握重点和易考点第二轮：对照真题，把握重点和易考点第二轮：对照真题，把握重点和易考点    

        专业课真题可以从财大官方网下载，熟悉真题可以尽快找重点、抓考点，通过真题，

可以发现，名词解释题和简答题常有重复，因此，即使法理的试卷题型一直在变，但只要

掌握好知识点，就能做到“以不便应万变”。    

第三轮：统领全书第三轮：统领全书第三轮：统领全书第三轮：统领全书    

        有句话说得好：考研没有重点考研没有重点考研没有重点考研没有重点。第二轮中的重点是知识性重点、考研频率较高的点，

是必看的。第三轮的时候，所有知识的都是重点，不能轻易放弃某些知识点。我就有过深

刻的教训，当时觉得导论太空乏，不具有可考性，结果却考了一道 30 分的论述题，希望学

弟学妹们吸取这个教训。 

有关教材有关教材有关教材有关教材    

法理考研只有一本指定教材，是张文显老师的《法理学》。很多人会问只看这一本是不

是就可以了？当时我觉得如果能把这本指定教材吃透，考一个比较高的分数还是可以的。

但现在来看，一本书复习起来还是蛮轻松的，完全有时间读些其它的相关书籍，如《西方

法律思想史》，它以前也是列在初试书目中的，只是这两年才列在了复试中，如果能在准备

初试的时候就掌握一些这方面的知识，它可以使得我们在论述题中表现出采。 

关注热点关注热点关注热点关注热点 

财大的法理题目日渐灵活，今年最后一道是分析题-----“请你评析当今中国的司法考

试制度”，由于没有充分准备，就只能自由发挥了。司考改革是近几年来的热门话题，平时

只要稍有关注该题得分就不会低。法理考研不只考书本，书本之外的能够多关注终归是好

的，但也不能舍本逐末，指定教材是根本。 

法的价值 法的起源和发展 �法律规范 

�法律关系 

�法律责任 

法的本体 

法的制度 

法律事实 

主客体 

立法 

执法 

司法 

守法 

法律监督 

法的运行 

法与社会 

(权利 义务为核心范畴) 

法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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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复试关于复试关于复试关于复试    

财大的复试录取比例是 1：1.2，复试分为笔试和面试，笔试考的是《法理学》和《西

方法律思想史》，所以说如果在初试时有涉及《西方法律思想史》的阅读，对后面的复试也

是大有裨益的。 

关于答题关于答题关于答题关于答题    

法理试题比较强调基础知识，指定教材一定要看好，要做到知识点了然在胸，争取名

词解释和简答题不失分、少失分。论述题和案例题的解答也是以基础知识出发点，答题时

按照只要按照要求，比如说要求联系实际或者结合案例，先将相关知识点答上，然后再结

合实践或者给予的案例，平时复习时多思考，尤其是要关注法律界的一些社会热点，考试

时遇到教材上没有讲到的知识点也不要慌，只要基础扎实，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作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