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答题技巧 

2、主观题（判断+理由+本题分析） 

（1）第一步，作出明确判断。 

本步骤至关重要，如果判断错误，本问零分。 

（2）第二步，说明理由，复述法条。 

至少要将该法条中的关键词写出来。所以平时做题时，要有意识地背诵一些重要的法律条文。 

（3）第三步，针对本题做出说明。 

通过法律条文的引述，进一步佐证本题的事实。 

三、学习建议 

1、需要克服的困难 

（1）学习时间不够； 

（2）知识点记不住，做题分太低； 

（3）有拖延症； 

（4）手机的诱惑。 

2、坚持是一种优秀品质； 

注会的学习之路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同学们沉下心来，且能够坚持到底，切勿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3、重视真题 

最近 5年的考题，将每一道考题与教材一一对应，了解命题规律，熟悉出题思路，掌握考试的重点所在。 

【注意】“讲义+真题”是最好的良药。 

4、制定学习计划 

（1）精学阶段：3月—6月 

将基础的知识点、重点、难点、易错易混点全面理解和掌握，并结合教材不留死角，全覆盖。重点章节要反

复听，至少听三遍。 

（2）复习阶段：7月 

通过做经典的习题和历年的真题，巩固教材中的知识点和难点，并从中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复习中的知识盲

点。 

（3）提分阶段：8月 

仔细梳理知识点，查缺补漏，将平时学习中尚未理解的、易混淆的、忽视的考点做最后的强化记忆，做到全

覆盖，不留死角。 

5、拒绝拖延症 

动作干脆、别磨磨唧唧，保证完成学习计划，别给自己找理由。 

6、创造学习环境与氛围 

学习备考的场所可以在单位，可以在图书馆，也可以在教室，哪都比在家强。  

7、找个学习伴侣 

找个伴学习可以相互监督、相互鼓励。但不要找学霸，更不能找学渣。      

8、听课与做题的分配 

（1）听课与做题的时间分配比例一般为 1:2。 

（2）难点章节可反复听课，并不建议自己看书预习。 

（3）做题要明确题目考核的知识点、找出题目设置的陷阱，要在反复做错的题目上下功夫，最后达到攻克

难点的目的。 

（4）课程内容一定要复习！ 

9、答题技巧 

（1）时间合理分配，《经济法》考试时间 2小时，即 120分钟，需要在 40分钟左右完成选择题。 

（2）做题顺序应先易后难。 

（3）单选题应保证 80%以上的正确率，多选题应保证 50%以上的正确率，综合题的正确率应在 60%左右，通

过考试问题不大。 

（4）学会整理记录错题本。 

（5）心态上，把练习当做考试、把考试当做练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