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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600分制的变革对考生备考方法与策略有一定影响。600分

制的变革主要使卷面试题结构更趋合理，2003年司法考试题

目单选题为90道，多项选择题与不定项选择题为210道。从题

型设计的均衡性来讲，今年调整为单选题150道，多项选择题

和不定项选择题为150道更为匀称、规整。 就单项选择题而言

题目的设置技术更为成熟，答案的争议性极少。增加这一题

型的考核量有利于法律基础知识掌握的好，基本功扎实的考

生。更利于卷面的稳定。多项选择题与不定项选择题因题目

本身的属性，易造成答案的质疑。此类题目设置过多不利于

卷面的稳定。就今年的备考而言考生间的差距仍然取决于多

项选择题和不定项选择题的正确率，此类题目正确率高的考

生肯定容易通过今年的司法考试。今年备考的核心还是提高

多项选择题与不定项选择题应试的能力。 多项选择题与不定

项选择题之干扰项的设置，实际上就是对考生正确选择选项

时的一种误导。这一误导项要充分发挥其作用，要做得真伪

难辩，起到充分干扰得效果的同时易使答案的唯一性产生动

摇。毕竟司法考试题目不同于理工类题目，理工类考题答案

是唯一的，而解题思路是多元的；而司法考试的题目要求思

路和答案都是唯一的。而题目设计很难做到科学、缜密、干

扰性很强同时答案又不容质疑。(相关问题探讨:010-62278888

，82228686) 今年的国家司法考试备考期短于往年两个月左右

，对考生和司法考试都不会有任何不好的影响。备考期长反



而是非法律专业和理工科考生更容易通过国家司法考试，他

们有更充足的时间学习和掌握法律知识和应试技巧。我所说

的水涨船高的，就在于备考期长大家准备地都非常充分，而

备考期短更利于平素法学修养好和法律综合能力强的考生，

尤其是法律专业的考生。但备考的水准高低并不取决于备考

时间的长短，尤其在今年更是如此。 今年论述题的增加对国

家司法考试考题质量的稳定和提高很关键。论述题能够考评

出一个考生整体的法律综合能力，尤其是结合两、三个部门

法出现的论述题。类似这样的题目培训基本上是无能为力的

，因为类似的题目是在为司法考试两考制做过渡和铺垫，目

前的培训及讲授都在一考制范畴内。从单选题、多选题、不

定项选择题、主观题(含论述题)比例来看今年的卷面结构设

置是最为科学、合理、稳定。 今年考生的备考要朝着这样一

个进程努力：一、保证单项选择题的充足正确率，单项选择

题150分过关考生应该有把握拿到120分。二、尽可能降低多

项选择题和不定项选择题的错误率。就此类题目而言能够答

对一半的考生通过司法考试就很有希望。我以前谈过的此类

题目2分值设计的方法，即答对全部的选项给2分，答对部分

选项给1分，虽具有合理性，也符合考生掌握法律知识的实际

状况，但从阅卷技术上看，机读阅卷程序设置较为复杂，技

术上实现存在相当的难度。今年不存在运用的可能。今年的

多项选择题和不定项选择题仍然会是答对全部的选项给2分，

出现一个选项错误就不给分的评判方法。三、主观题(含论述

题)在短期内，包括三个多月的备考期内很难给予核心的提高

，甚至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也就是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司法

考试状元第四卷分数和一些落榜考生第四卷的分数旗鼓相当



。那么他们的差距？就在多项选择题和不定项选择题的应试

能力上。尤其是论述题为一个考生法学修养、法律思辩能力

、文字表达能力、文字书写能力全面综合的考核。实际上考

评的是一个考生法学的底蕴和整体文化素质。这一考评方式

决定了目前的培训方法难有作为。 目前的国家司法考试培训

方法基本继承的是律师资格考试。其培训的方法尚无法适应

论述题的要求，因为论述题是一个法律人修养和内涵的核心

体现，也决定了培训者于此无能为力的状况。但是论述题无

法短期提高应试水准，并不等于经过备考也很难通过司法考

试。只要考生在备考期间单项选择题应试能力加以强化，不

定项和多项选择题的应试能力充分给予提高，通过国家司法

考试是有保障的。而其是否通过的核心就在于在备考期内多

项选择题与不定项选择题的应试能力能否有长足的长进。所

有的培训都是在依照大纲讲授14门核心部门法，老师的讲授

融入了对部门法体系的梳理、重点法条的串讲、知识点的深

化理解、法律思维的逻辑结构、经典案例的剖析、历年考题

的讲评。许多考生就是聆听《名家名师150小时随堂录音》通

过司法考试的。历年试题对考生应试能力的提高帮助很大，

考生们可能发现历年试题会在考试中重复出现，至少是题目

整体结构和设置方法。提高应试能力在单位时间里做历年真

题帮助是最大的。 备考的核心问题是提高应试能力，应试能

力包括应试状态、应试体能、应试心理、应试技巧、应试感

觉。这一系列的能力形成了考生应试中的“题感”。题感的

形成是整体备考进程所要追求和达到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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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