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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法律职业人员的必经考试，因其每年的通过比率很低，

而有“中国第一考”之称。但是，司法考试也并非没有规律

可寻，只要我们善于分析它的特点和规律，通过司法考试也

并非奢望。笔者于2003年在职第一次参加司法考试，并顺利

通过，原因即在于笔者发现了这种考试的一些内在规律，并

根据这些规律进行了有的放矢的复习。下面，笔者谈一下自

己在司法考试备考中摸索出的一些技巧和心得，供大家参考

。 第一，备考司法考试必须要有严谨的复习态度，要做小学

生。 面对几百万字司法考试教材和数不胜数的法律法规及司

法解释，我们备考人员首先就要端正自己的复习态度。一定

要向小学生那样，作好学习计划后保证每天按时完成当天作

业，切忌急功近利式的复习。笔者于2002年9月正式参加工作

以来，本着一切为了司法考试的原则，每天复习都在3个小时

以上。正是这日积月累的复习才保证笔者能够扎扎实实地复

习了几乎所有的司法考试知识点。现在回想起来，感觉复习

时的自己又回到了小学生的时代，每月作好复习计划，然后

每日按部就班地复习。 第二，备考司法考试必须研究它的内

在规律，做到知己知彼。 如何才能找到它的规律呢？笔者认

为，仔细地探究历年的司法考试试题是掌握司法考试规律的

捷径。有位研究司法考试的著名学者曾指出，司法考试其实

就是变着样的重复。研究了历年试题后，我们就会发现其实

重点和难点是非常清楚的，而且命题人的命题角度的变化趋



势也是有章可寻的。司法考试试题总的特点就是“重者恒重

，轻者恒轻”和“命题源于法条”。但要深刻领会这两点，

却要求我们务必要作一番探究历年试题命题设计的来龙去脉

的工作。笔者起初复习时就是这样，我首先研究了一套1998

年至2002年的真题解析（注意，这里是“研究”而不是单纯

的做题），然后作了一份详实的重点难点笔记，做到了知己

知彼。明确了司法考试重点后，我们就要开展有的放矢的复

习工作了。 第三，备考司法考试必须有科学的复习计划并应

善于应用现代复习手段。 首先，我们应思考一下复习时间的

恰当性。 司法考试的报名与考试时间的间隔一般为三个月，

即司法部在考前三个月才会公告考试时间。但是，我们的复

习时间却万万不能只限于这三个月。换言之，三个月时间对

于想要一次性通过司法考试的人很可能是不够的。笔者认为

，复习司法考试不能少于6个月时间，这是我们对司法考试知

识点进行“地毯”式复习的必要的时间要求。我们知道，所

谓“重者恒重，轻者恒轻”是指重点的科目，如民法、刑法

、民诉法和刑诉法等永远都是不折不扣的重点，而经济法、

宪法、法理等科目始终处于配角的地位。这便要求我们在分

配复习时间时充分考虑其合理性。笔者对于各科目的时间分

配是按照各科目在考卷中的分值比例来安排复习时间的，这

样就能在复习中相应地做到“重其所重，轻其所轻”。 再者

，笔者认为，各科目复习的顺序也是很重要的。 一般的备考

人员总是喜欢先复习那些分值比重大的科目，然后再复习分

值略小的，最后才复习分值比例最小的。但笔者却反其道而

行之。我首先复习了宪法、经济法和法理等分值比例最小的

科目，然后再复习商法、国际法，最后才复习民法、刑法和



诉讼法等分值大的科目。因为，我们知道，人们在不同备考

时间的备考效率是不同的。越临近考试时的复习往往是效率

最高的，而备考初期的心态因为紧迫感还不是那么强，复习

效率也就往往会比较低。所以，有经验的应考者应将司法考

试的复习重点放在复习的后半阶段，而将非重点和次重点放

在复习初期。 最后，再来谈谈复习手段。 笔者认为，我们应

充分利用计算机的多媒体环境进行复习。例如，我们可以利

用互联网参加远程培训或是购买一些优秀的司法考试软件。

这样一般都会使备考者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最后，笔者想

强调一下备考者的心态调整问题。 司法考试的难度是其他考

试所难以望其项背的，所以任何备考者只要做到充分和科学

的复习就可以了，而不必强求考试的结果如何。笔者在考前

就告诉自己，“通不过是正常，通过是幸运，毕竟这是中国

第一考嘛”。所以，备考者应充分做好调整自己心态的工作

，即使今年考不过，但只要自己尽力了，明年就会大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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